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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日报20记者
走访20脱贫户特别报道 1320202020

脱贫路 小康行2020
宝鸡日报20记者走访20 脱贫村 13

麟游县酒房镇卞坡村张晓莉 ：

社区工厂上班  生活更有保障
本报记者  王玲

麟游县崔木镇杨家堡村发展三大产业——

群众钱袋子鼓起来
本报记者 王玲

12 月 8 日下午，麟游

县崔木镇杨家堡村，皑皑

白雪将这个大山里的村子

包围。我们踩着厚厚的积

雪，来到了半山腰的一个

羊舍前。

“林忠，这么冷的天，

你这是干啥呢？”还没走

进羊舍，杨家堡村党支部

书记梁超就扯着嗓门喊了

起来。

“配点药，准备给羊圈

消毒。”邵林忠一手提着喷雾

器，一手拿着塑料袋。

“这几年林忠的变化

太大了，你看，他一个人养

了 100 多只羊。要知道，林

忠以前游手好闲可是出了

名的，连自家的地都不愿

意种，日子就更别提了。现

在能有这劲头，我们都没

有想到，这都是产业带动

的结果。”梁超说。

杨家堡村地处麟游

山区，以前，村里自然条件

差，村民除了种小麦、玉

米，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贫困人口占比超过三分之

一。当地人都说，杨家堡是

崔木镇最穷的村。

穷则思变。要想脱贫

致富，就得有产业保障。这

几年，村里开始发展产业，

通过三大产业的带动，群

众收入明显增加，村民的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杨家

堡从以前的落后村成了麟

游县的明星村。到底是哪

三大产业呢？

第一大产业是种植

业。传统的种植没有多少

效益，2016 年，杨家堡村

开始种烤烟和药材。如今，

全村种植药材 1500 亩、烤

烟 500 亩，还成为省级烤

烟示范基地。

第二大产业是养殖

业。2017 年，在返乡创业

人员的带动下，杨家堡村

开始发展养殖业，养牛、养

猪、养羊都呈规模化发展，

特别是近两年猪肉行情上

涨，养猪效益空前好，更加

激发了村民的积极性。加

之各种配套政策的支持，

如今，村里规模化养猪场

达 11 个，其中，存栏千头

以上（含千头）的就有 4个，

还有百头以上的牛场 2个，

百只以上的羊场 6个。

第三大产业是民宿旅

游业。山区村庄，最不缺的

就是青山绿水好空气，如

何让这些优质资源转化成

经济效益，在县委及相关

部门的牵头下，杨家堡村

开始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

业，并成立了麟游县悦庭

栏舍股份有限公司。在保

留原有风貌和特色的基础

上，村上对 8户旧民居进行

改造提升，建成杨家堡村

民宿体验园。此外，村上按

照合作社带头、能人带动、

群众参与的发展方式，全力

推动特色休闲乡村旅游业

发展。此外，群众还通过销

售田园蔬菜、土鸡蛋、黑猪

肉等农特产品增加收入。

有了产业支撑，村民

年人均收入从 2015 年的

7700 多元增加到如今的

11000 多 元。“ 我 们 现 在

出去说话都硬气了！”村

民说。

开门纳谏让蓝图更接地气
我市召开“十四五”规划纲要及重大项目计划征求意见座谈会

本报讯 12 月 10 日至 11 日，

我市召开“十四五”规划纲要及重

大项目计划征求意见座谈会。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荣贤主持

会议并讲话。

座谈会上，大家围绕《宝鸡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和《宝

鸡市“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计划

（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和建议。

会议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

市加速发展的关键期，要深刻认识

“十四五”时期新特征新要求，加强

与国家和省“十四五”规划及各专

项规划衔接，在加快转型升级、加

强科技创新、实施绿色发展等方面

主动大胆创新，高标准高质量编制

好我市“十四五”规划。

会议要求，要把加强顶层设

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凝

聚广泛共识和磅礴力量，更好地

体现群众期盼、引领未来发展 ；

相关部门要对会上提出的意见建

议，认真梳理研究，及时吸收采

纳，充实完善好“十四五”规划，为

加快推进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科学指南。

市领导时镇、毕晓男、贺东、李

瑛、张礼涛、王虎贤参加座谈会。

本报记者 韩晓磊

培训班办到农业园
近日，在渭滨区石鼓现代农

业园，老师给学员们讲授葡萄的
种植技术。近期，由渭滨区农业农
村局主办的 2020 年高素质农民培
训班在该园区开班。

据了解，此次培训为期 30 天，

以理论课程和实地培训为主，共
有 130 余名农民学员参加。负责授
课的是渭滨区具有丰富经验的优
秀技术员，主要讲解合作社建设、
运营，葡萄选种、果树修剪等方面
知识。                           张远 摄

陇县脱贫攻坚交出别样成绩单—— 

340名大龄青年甩掉穷帽结良缘
本报讯 俗话说，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山区大龄青年因为穷找

不下媳妇，确实让人头疼。12 月

10 日，记者在陇县采访时了解到，

在脱贫攻坚中，该县不仅让贫困户

发展产业摘“穷帽”，近三年还解

决了 340 名大龄青年的个人“老大

难”问题，交出了一份别样的“攻

坚”成绩单。

今年 36 岁的吴宇虎过去和

父母住在深山里，全家靠种几亩薄

地过日子。眼看儿子年龄越来越

大，父母多次托人给吴宇虎介绍对

象，人家都嫌穷，没有谈成，给儿

子找媳妇就成了老两口的心病。吴

宇虎依靠党的扶贫好政策，在关山

草原养马从事旅游业，2018 年全

家从山沟搬进天成镇安置小区。去

年，吴宇虎娶了媳妇，今年利用政

府贴息贷款 5 万元办起了羊肉泡

馍馆，好事一桩接一桩。

陇县地处关中西部，是六盘

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县和国家扶贫

重点县。过去，由于困难群众缺产

业、收入低，小伙子家越穷，女方

彩礼要得越高，彩礼越高越找不到

媳妇，形成恶性循环。2018 年，全

县 30 岁以上、50 岁以下未成家

的大龄男性有 1024 人。在脱贫攻

坚战中，陇县依托奶山羊、核桃、

旅游等特色产业，创新推行“菜单

式”产业扶贫模式，为贫困户量身

定制了 37 项产业“菜单”，如期完

成了脱贫攻坚任务，实现了整县脱

贫摘帽。

腰包鼓了，让大龄青年娶上

媳妇，过上幸福美好的新生活，就

成为当务之急。县上主要领导带

头当“红娘”，为八渡镇杨家庄村

的单身男子谢引平与邻村西坡村

的单身女子刘改艳牵线搭桥，并

为他们当证婚人。县上近年连续

举办“相约关山·缘来是你”“向

幸福出发”等相亲交友会、联谊

会，让大龄青年男女增进友谊、培

养感情。截至目前，全县已有 340

名大龄青年甩掉“穷帽”，解决了

婚姻问题，与心上人携手同奔小

康路。

 本报记者 谭逊 庞文渊

确保消费扶贫工作见成效
全市消费扶贫工作推进会召开

本 报 讯 12 月 14 日，全市消

费扶贫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强

调，各县区、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

加强对消费扶贫工作的认识，强化

领导，夯实责任，加快推进消费扶

贫智能专柜建设，加大扶贫产品认

定力度，确保消费扶贫工作见成

效、出成果。

今年以来，特别是 9月份消费

扶贫月活动启动以来，全市上下把

消费扶贫作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

重要举措，推动工作取得了阶段性

成效。会议强调，各县区、各相关部

门要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认真分析

研判形势，补齐短板弱项，增强消费

扶贫行动自觉。要抓实当前，着眼长

远，强化线上线下“两个市场”和物

流信息动态监测，加快推动扶贫产

品帮销认购，通过以购代捐、以买代

帮等形式帮销扶贫产品，不断拓宽

消费扶贫产品销售渠道，全面提升

消费扶贫工作水平，为高质量打赢

脱贫攻坚战作出更大贡献。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荣贤

参加会议并讲话。会上通报了全市

消费扶贫工作完成情况，安排了全

市政府采购扶贫产品工作。

本报记者 周淑丽

陕西国文律师事务所
地址 ：渭滨区火炬路鼎盛大厦    电话 ：3231555

魏航斌律师：13992706556  刘会平律师：18091709140

12 月 8 日，麟游县新

美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

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该

县酒房镇卞坡村村民张晓

莉正在检查电感器质量，

只见她用磁条将电感器固

定，检查完外观，用小抹布

将电感器擦干净，动作熟

练利落。

新美盛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是一家社区工厂，

今年 5 月份建成，主要解

决附近居民的就业问题，

优先安排贫困户和残疾群

众，工厂 70 多人中，贫困

户占了近一半。8 月份，作

为村上的贫困户，张晓莉

开始在这里上班。

今年 40 岁的张晓莉

家有六口人。2012年之前，

她家的日子红红火火，她

和爱人在外打工、做生意，

还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

2012 年，她不幸患病，一家

人的生活从此改变。为了

给张晓莉治病，家里倾尽

所有，爱人带她到西安、南

京等地住院治疗，仅看病

就花了 15 万多元。因为疾

病的影响，她脸上出现黑

斑。“那几年我都不愿意见

人，出门都是戴着口罩。”

张晓莉说。疾病造成生理

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让

她苦不堪言。“我每次去医

院，村里人都担心我回不

来了。”疾病，将原本富裕

的家拖入了贫困的深渊。

张晓莉非常感激麟

游县法院的帮扶干部海

亚伟。海亚伟一直关心着

张晓莉的病情，只要有啥

好政策，海亚伟就第一时

间赶过来告诉他们。2016

年，张晓莉身体最不好的

时候，海亚伟在“水滴筹”

上给她筹了 3万多元看病。

“国家的政策好，我每年吃

药能报销 6000 多元，给我

们减轻了部分负担。”张晓

莉说。

家人的不离不弃，政

府的关怀帮助，让张晓莉

在疾病的折磨下，坚强地

面对生活。

这两年，张晓莉病情

逐渐好转，脸上也有了笑

容。小女儿在县城上学，她

在家给孩子做饭，爱人在

煤矿上班，收入支撑着全

家人的吃穿用度。现在，她

有了社区工厂的工作，每

月能挣 1700-1800 元。    

虽然现在家里还有13

万元的外债，但是张晓莉

说，只要身体好了，债慢慢

还，日子肯定会好起来。

邵林忠给羊喂食，他养羊达百只以上。

张晓莉在社区工厂认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