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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秋风一阵凉，三

春不如一秋忙。近期，陕

西省榆林市榆阳区77万亩

玉米进入收获期，农民们

抢抓晴好天气，各类大型

农机齐上阵，将“丰收在

望”变成“颗粒归仓”，田间

地头、村居庭院处处洋溢

着丰收的喜人景象。

在红石桥乡马路湾村

集中连片的玉米种植基地

里，大型玉米籽粒直收机

正在作业，玉米割台犹如

一只巨型的手臂将玉米穗

通过升运器送入脱离滚

筒，金黄的玉米粒便进入

收割机的“粮仓”，玉米穰

粉碎物则直接抛洒在农田

里，摘穗、剥皮、脱粒、装运

等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省

时省力。这种玉米籽粒直

收机不仅能够节约成本，

还能降低粮损，有效促进

玉米生产方式转型升级。

“我们合作社引进美

国凯斯 4099 玉米棒脱粒

机，每天可以收割大约

300-500亩玉米。从收玉

米到脱粒转运后进入烘干

厂，全程实现一体化智能

化。”榆阳区宏源画农机合

作社理事长李随画说。

而在巴拉素镇三场村

村民宋文华的玉米地里，

收割机正开足马力收割玉

米。伴随着机械轰鸣声，

一排排玉米秆瞬间倒下，

机器过后，地面上留下一

层粉碎后的秸秆。两个来

回，收割机里一个个色泽

金黄的玉米棒倾吐而出，

很快就装满运粮车。

“我今年种了三十多

亩玉米，之前我们两个人

需要一个月才能收完。现

在有了大型收割机五六小

时就收完了。现在玉米种

植，从种到收都是机械化

作业，给我们减轻了负担，

节省了劳力。”巴拉素镇三

场村村民宋文华说。

据悉，榆阳区今年种植

玉米77万亩，受疫情影响，

春种秋收期间，来榆阳区跨

区作业的机械数量锐减。

为了应对极端天气和疫情

反复等条件下机械紧张问

题，今年三月份区农机服务

中心从全区300多家农机

合作中，择优选取了94家

农机服务组织，成立了农机

应急作业服务队，确保粮食

安全生产有序进行。

“玉米作为我区主导

产业之一，从春季的耕种

到秋季的收获，基本实现

了全程机械化。今年我们

争取了近一千万元资金用

于农业生产托管补助，在

托管补助的带动下，减轻

了农民的种粮成本，增加

了农民的收入。”榆阳区农

机服务中心业务室主任潘

文伟说。

陕西榆林榆阳区：

玉米丰收遍地“金”颗粒归仓秋收忙
全媒体记者 张慧 通讯员 贾赟 田苗 张清弈

玉米喜获丰收。

陕西商洛山阳县法官镇：

全方位推动
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本报宝鸡讯（张建英 全媒体记

者 周俊鹏）近日，记者走进陕西省宝

鸡市陇县天成镇王马咀村村集体经

济合作社种植的百亩苹果园，只见一

个个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让人忍

不住想去品尝一口，感受它的美味香

甜。在苹果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

摘、分拣、装运，前来购买苹果的游客

络绎不绝，现场一片热闹，每个人的

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今年以来，王马咀村以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为目

标，大力发展苹果产业。该村党支

部一班人带领全村男女老少齐上

阵，从种苗调运、培土、浇水等环节

严格把关，经过一年的辛勤劳作，

如今苹果已陆续进入收获期，红红

的苹果将给村民带来更加红火的

好日子。

近年来，王马咀村以村集体经济

合作社为依托，立足乡村振兴、产业

兴旺、农民富裕，不断完善果园基础

设施，引进优质苹果品种，推动果园

发展规模化、精细化，将党支部建在产业链，让群众

富在产业链。

“我们王马咀村的苹果种植历史悠久，海拔

1300米，属于苹果种植的优生区，今年我村种植

苹果200亩，预计收入60万元，既增加了村集体

收入，又带动群众进行务工收入。下一步，我们将

做大做强做好苹果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王

马咀村党支部书记尹陇生说道。

陕西汉中南郑区福成镇：

创新形式 让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地生根
本报汉中讯（全媒体记

者 康军 通讯员 席汉初)

近期，在陕西省汉中市南郑

区福成镇，处处洋溢着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热潮。该镇创新形式，把学

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

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重要

政治任务，学在前面、干在

实处、走在前列，让党的二

十大精神落地生根。

突出“学”字，领导干

部带头学。该镇党委高度

重视，精心安排部署，第一

时间召开领导干部专题会

议，集中组织收看收听党

的二十大开幕会。广大干

部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好

报告、领会好精神，以更加

坚定的信念、更加高昂的

斗志、更加过硬的作风，全

力以赴投入到“三农”和乡

村振兴工作中。

突出“宣”字，田间地

头宣讲。该镇党委充分利

用村级广播、干部入户走

访、“三会一课”、学习强

国、微信工作群等平台开

展学习宣传，通过镇、村两

级干部走村入户，深入田

间地头带头宣讲，以实际

行动带动广大党员和群众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讲

清楚、说明白，让群众听得

懂、能领会、融贯通。

突出“干”字，以学促

实干。全镇上下以党的二

十大精神为指引，重点推

进当前工作。聚焦巩固衔

接与乡村振兴、秋播秋种、

疫情防控、森林防火等当

前重点工作，统筹谋划，压

实责任，把学习成效转化

为工作动力。

目前，该镇项目建设

稳步推进，产业发展势头

良好，2300多亩烤烟喜获

丰收，预计收入 600多万

元。秋收秋种有序进行，

疫情防控扎实有效，社会

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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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商洛讯（全媒体记者 周廷 通讯员 雷丹萌）

今年以来，陕西省商洛市

山阳县法官镇充分发挥

省首批乡村振兴示范镇

优势，在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的同时，利用地域

特色和区位优势，不断提

升产业发展和乡村治理

质量，全方位推动乡村振

兴高质量发展。

“尧头村是以豆腐为主导产

业的一村一品示范村，这里出产

的豆腐鲜嫩筋道，豆香浓郁，销

售旺季时，每天的销售量达

5000余斤。”近日，陕西省渭南

市白水县雷牙镇尧头村党支部

书记梁小朋告诉记者。

近年来，尧头村依托地域资

源优势，以党建引领科学谋划生

态环境建设，主抓豆腐生产和豆

制品加工产业，延伸发展餐饮、

民宿文化等产业，多措并举推进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多维度建设

美丽乡村，让村民的小康生活越

来越有奔头。

尧头村位于白水县城东邻1

公里处，主导产业是豆腐生产和

豆制品加工业。全村共300户

1300余人，由于从事豆腐产业

的人口占比较高，因此被称为渭

北“豆腐第一村”。

深化豆腐文化主题，聚焦豆

制品加工全产业链，做优、做活、

做大豆腐产业，打造以豆腐为核

心的乡村旅游，让尧头村的豆制

品成为很多游客争相品鉴的美

食是尧头村近年来的发展思

路。梁小军作为白水豆腐非遗

传承人，多年来，一直坚持纯手

工制作豆腐，生产的豆腐口感独

特，备受市场欢迎。随着村上旅

游业的发展，他对原有的豆腐加

工场地进行迁建，豆腐的生产销

售几乎全年不间断。

在离梁小军家不远的地方，

有一排整齐的窑洞，灰砖白墙，

人来人往，这就是尧头村的民宿

饮食商业街——“尧头印象”。

每天下午6点以后，这里就成为

了网红打卡、休闲就餐、主播直

播的场地，游客络绎不绝，热闹

非凡。

2020年，尧头村依托优越

的生态环境和白水独有的豆腐

餐饮资源，将村中闲置废弃的

窑洞进行提升改造后作为民宿

资源，引进专业餐饮文化公司，

以美食文化和休闲生活为引

导，致力将“尧头印象”打造成

为一个融旅游、餐饮、住宿、娱

乐等为一体的休闲综合体。目

前，“尧头印象”已拥有窑洞庭

院民宿、窑洞中餐厅、地方摊位

小吃、特色美食、儿童游玩、鲜

酿啤酒坊、文化戏楼等配套设

施，不仅环境简朴雅致，又具有

地域文化特色，吸引了众多游客

来此游玩。

何永玲是尧头印象餐饮文

化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经理 ，她告

诉记者：“‘尧头印象’最大的特

色就是咱的窑洞民宿和以豆腐

为主题的餐饮美食，比如豆花

泡、豆腐瓢、原汁豆浆等，还有咱

白水的一些传统特色菜品，像辣

子汤、小饺子、脆皮油糕等。节

假日时，‘尧头印象’每日的人流

量可以达到3000人左右。”

随着客流量的增加，“尧头

印象”的务工量也随之增加，为

村民创造了20余个工作岗位，

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周芳婷就是在“尧头印象”餐饮

店打工的尧头村村民。“我在这

打工离家近，还能干农活，还能

增加家庭收入，日子越过越好，

越来越有心劲了。”周芳婷说道。

“今后，镇上将加大招商力

度，发挥尧头村产业优势，引进

优势资源、资本，把尧头村的集

体经济做大、做强、做优，以尧头

村发展引领全镇更多的村民增

收，提升村民的幸福指数，建设

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雷牙

镇副镇长李剑介绍。

陕西渭南白水县雷牙镇尧头村：

小豆腐大产业 带领群众走上小康路
庾艳宁 董张曼 全媒体记者 陈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