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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刊

冬日的秦岭脚下，若有若无的机器轰鸣声，从西安至
安康高铁建设现场传来。走近可见，现代化的架梁机正在
高耸的桥墩上向前缓慢移动，用“搭积木”的方式让高铁
线路不断向秦岭深处延伸。

作为陕西又一条穿越秦岭的高铁线路， 西康高铁建
成通车后将使两地之间的通行时间从 3.5 小时缩短至 40
分钟。

在地处高铁沿线的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栗园村，为
盼望高铁早日开通， 村民自发在墙上画了一辆疾驰向前
的蓝色高铁。

距离村庄约 1 公里处，西康高铁建设正酣：隧洞内，
掘进机正加速洞穿群山；隧洞外，偌大的桥墩巍然矗立。
“高铁站就建在村口，咋能不高兴嘛，就盼着开通那天！ ”
每逢有施工人员路过， 栗园村村民洪换章总会笑意盈盈
地问上一句，“洞子啥时候通？ 啥时能坐上高铁？ ”

来自村民们的期盼， 让参与施工的中铁十一局西康
高铁四标项目部党支部书记李广倍感压力也满怀动力。
“我们不断强化项目管理、技术创新，攻克秦巴山区高铁
的施工难点，项目建设正不断提速，争取让老乡们早日坐
上高铁。 ”李广说。

铁路建设者既是参与者，也是见
证者。参与西康高铁施工的中铁十九
局项目经理王孝平说：“从 1996 年至
今， 我们先后参与了西康普速铁路、
西康铁路二线、西康高铁和康渝高铁
的建设，路越修越平坦，列车越跑越
快， 老乡们便捷出行的梦想不断实
现。 ”

从秦巴山区到黄土高原，陕西的
高铁版图加快拓展。 在革命老区延
安，在建的西安至延安高铁也捷报频
传。 1 月 28 日，随着一阵爆破声响，
西延高铁苏家庄隧道顺利贯通，为西
延高铁全线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这条隧道下穿黄土梁塬， 地形
复杂，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 ”参
与施工的中国铁建大桥局项目技术
负责人梁延飞说，“我们不断优化施
工工序衔接， 使得项目建设稳步推
进，力争让革命圣地早日通上高铁。 ”

穿山越岭，翻梁越壑，一条条新
路，正激发出沿线地区一串串发展新
思路。 在安康市，高铁新城正加快规
划建设， 已有高新技术企业提前布
局；在商洛市，一位位村党支部书记
对未来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信心满
满；在延安市，种了 10 多年苹果的果
农筹划着把果园规划成采摘园，等候
更多游客上门采摘……

时值深冬，位于安康市汉滨区的
天瑞塬蔬菜种植基地内春意盎然，五
颜六色的蔬菜瓜果在温室大棚茁壮

生长。 “沿着高速公路，我们的绿色蔬菜已先后销往西安、
武汉、重庆等地，西康高铁通车后，我们的产品销路肯定
会越来越广。下一步我们将启动预制菜产业，乡村振兴的
路会越走越宽。 ”种植基地负责人吴斌说。

路愈通， 业愈兴， 陕西高铁建设的步伐还在不断加
快。 “目前陕西在建高铁里程超过 1000 公里，以西安为中
心的‘米’字形高铁网正加速成型，在促进要素流通、支撑
产业发展、服务百姓致富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西成
客专陕西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隽峰说。

高铁筑就“奔富”新通途
新华社记者 石志勇 张斌

建
设
中
的
西
康
高
铁
镇
安
西
站
。

新
华
社
记
者
邵
瑞
摄

陕
西
省
安
康
市
汉
滨
区
天
瑞
塬
蔬
菜
种
植
基
地
。

新
华
社
记
者
李
一
博
摄

�� 中中铁铁七七局局集集团团西西康康高高铁铁 33 标标段段项项目目施施工工现现场场（（无无人人机机照照片片））。。

春回大地， 万象更新， 转眼又是一年春耕的黄金时
节。 2 月 27 日，岚皋县滔河镇供销社主任付功进习惯性打
开手机，点击“供销乡村”小程序查看，发现又有村民网上
订购化肥、玉米种子和猪饲料，他连忙组织人员照单装车
准备送货上门。

下单的村民是滔河镇兴隆村 6 组的周顺安， 他通过
手机共订购了尿素、复合肥 15 袋，以及玉米种子和猪饲
料。 上午 9 点，装车完毕，付功进喊上同事驾车准时出发，
20 多分钟配送车就开到了周顺安的家门口。

“供销社农用物资齐备，价钱比市面上的便宜，通过
手机下单，就有人送货上门，省了工时费和运费，真是方
便到家啦！ ”周顺安说。

46 岁的周顺安是兴隆村的产业大户， 他家除了耕种
15 亩土地外，还喂养了 80 多头生猪，近几年春耕他都会
用手机下单从镇供销社订购化肥、种子。 家里每半个月就
订购一车猪饲料。 一来二去，他成了滔河供销社手机下单
的老顾客。

周顺安介绍， 从供销社订购配送的化肥平均每袋比
市价便宜 5 至 10 元，猪饲料每吨便宜 200 元左右，最主要
是质量可靠，心里踏实。

热衷在“供销乡村”网淘农资的还有岚皋县硒博士农
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王淳锋。 最近这段时间， 气温回
升，他的茶园正是抢施萌芽肥的关键时期。 2 月 23 日，王
淳锋和往年一样，从“供销乡村”小程序下单采购化肥。

“王总，明天一早我来给你们送肥咋样？ 保证不耽误
你地里施肥。 ”“要得！ 那我就找人明早到地里干活，到时
就请你们把化肥送到茶园地头来咋样？ ”“行！ 那就一言为
定！ ”接到订单后，城关镇六口供销社客服经理伍贤洋立
即给王淳锋打了一个对接电话。

第二天一大早， 六口供销社满载复合肥和氮肥的配
送车就直接开到了佐龙镇金珠店社区的茶园。

“我请的工人前脚刚进茶园，你们后脚就到了，挺准
时的嘛。 ”“那当然，一诺千金，不能误事嘛！ ”伍贤洋一边
与王淳锋说着话，一边打开货车挡板，麻利地与同事卸起
车上的肥料。

王淳锋说， 他在南宫山镇桂花村和佐龙镇金珠店社
区建有 1500 亩标准化茶园，秋季已施足了底肥，春季肥作
一些适当补充，总共需要氮肥 4 吨、有机肥 150 吨。

“账怕细算呀！ 从供销社网上订购有机肥每吨能节约
170 元，150 吨就是 25500 元；氮肥每吨省 400 元，两项加
起来就能省下 27100 元，另外还能节约运输成本 5 万元左
右……”站在地头，王淳锋掐着手指算起账来，对手机线
上点单、线下“快递式”送货的模式赞不绝口。

在岚皋县， 农民网上下单购买农资已不是什么新鲜
事，县供销社运营部负责人王从郅介绍，早在 3 年前疫情
管控时期，为了减少人员接触，该社就请人开发了“供销
乡村”这套小程序，共设置了粮油米面、生活百货、农机农
具、种子化肥等 8 个板块，群众只要点击进入下单，系统就
会本着就近的原则，自动向镇级供销社派单，各供销社接
单后直接上门配送。

“刚开始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不会操作，家里子女外出
务工了， 就替父母在手机上下单， 现在很多人慢慢学会
了，就直接下单。 如今网购已成为春耕、夏种、秋播期间的
一种热潮。 ”县供销社采购经理罗祖山说。

目前， 岚皋县供销社构建起以巴隆供销合作社为主
导，各镇级供销社、村级综合服务社为终端的农资现代流
通服务体系，利用“供销乡村”小程序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实现了全覆盖。

据了解，3 年多来，当地群众累计在“供销乡村”下单
3.5 万余笔， 网上实现营业收入 376 万元。 仅今年春耕备
耕，全系统已累计配送化肥 1200 吨、农膜 15 吨、种子 12
吨，农机具 2500 余件，营业收入达 450 余万元。

手指轻点 农资到家
通讯员 张天兵 解琳

2 月 27 日，民主供销社许运山给兰家坝村村民喻祥恩上门送去了订购的农机。 张天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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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走进汉滨区双龙镇杜坝村杨佑洪的家，就会被院子里挂满的风干鱼所吸引。 从最初
的几斤到几百斤，再到现在的六千多斤，经过十几年来的不断摸索，杨佑洪掌握了做好风干鱼
的秘方，做出来的鱼干口感好、品质佳。 “我们从外县的养鱼基地购买生态活鱼，现杀现做。 做
这行比较辛苦，我们家里要供两个大学生上学，不勤快点怎么行呢。 ”杨佑洪说。

为了保护长江生态，2021 年 1 月 1 日起，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正式进入十年禁渔期。 从
2018 年开始，在杜坝村靠养鱼捕鱼为生的渔民们就陆续上岸，开始新生活，杨佑洪就是最早上
岸的一批。 他除了在腊月制作风干鱼、风干鸡外，还种植茶叶、养猪养鸡。 “杜坝村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将水面发展转为向山上发展。 杨佑洪这一户就是典型的产业转型，是本村勤劳致富的
一个典型。 ”双龙镇杜坝村党支部书记杨杰说。

谈话间，杨佑洪又开始忙着给顾客选鱼装鱼。 络绎不绝的车辆从杨佑洪家门口经过，不少
路人停下车来选购。 一串串风干鱼不仅为杨佑洪带来收入，更使得这个小村庄的人气越来越
旺。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 邵邵瑞瑞 摄摄

杨杨佑佑洪洪一一家家的的合合照照。。 吴吴亚亚君君 摄摄

杨杨佑佑洪洪家家院院里里晾晾满满了了鱼鱼干干。。 吴吴亚亚君君 摄摄

杨杨佑佑洪洪正正在在查查看看腌腌好好的的鱼鱼干干。。 吴吴亚亚君君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