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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进行时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本 报 讯 近日，凤翔

区人社局 2022 年第 3 期

创业培训班举办，免费为

有创业意愿和培训需求

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高

校毕业生、脱贫劳动力、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等

30 人提供专业的创业指

导和培训。

今年以来，凤翔区人

社局在企业创业和青年

就业上下功夫、出实招，

采取创业培训、提供全

额贴息贷款、发放创业

补贴等方式，帮助有就

业需求的人圆梦。他们

以创业培训、技能培训

为抓手，重点扶持高校

毕业生、返乡创业人员

等群体自主创业，为学

员免费提供创业项目推

荐、开业指导、跟踪扶持

等系列服务，并帮助其落

实相关税费减免、小额担

保贷款等扶持政策，有效

提升创业就业成功率。此

次学员培训结束经考试

合格，可获得创业培训

合格证书，还可享受 20

万元的全额贴息贷款和

5000 元的一次性创业补

贴等创业资金扶持。

据悉，近年来，凤翔

区共举办创业培训班 26

期，培训学员 1012 人 ；为

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发放

创业担保贷款 280 笔共

计 2.56 亿元。  

（杨曙斌 王晓凡）

    渭滨区不断提高防汛抢险能力——

卫星电话保畅通
9 月 20 日，渭滨区应急

管理局为各镇街、相关村（社
区）及区级有关部门配发 60
部卫星电话，并现场培训相
关人员。该局为提高辖区防
汛抢险及应对突发险情、灾
情处置能力，给辖区李家槽、
解甲滩等 52 个村、社区，姜
谭路、清姜等街道办事处及
部门配发卫星电话，确保汛
期以及遇到突发事件能及时
与外界取得联系。

（石宝军 王菁）

太白高山蔬菜火热上市
5 月初至今收获 8.7 万亩，产值达到 4 亿元

本 报 讯 9 月 19 日，笔

者从太白县了解到，从 5 月

初到现在，太白全县已收获

蔬菜8.7万亩，销售38万吨，

产值 4 亿元，可为农民人均

带来收入 8900 元，种植高山

蔬菜已成为持续带动太白农

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因为地处高寒地区，太

白的大田蔬菜种植期在 4月

初，5 月初开始逐渐进入收

获期，而八九月份，是太白县

高山蔬菜全面成熟期，大白

菜、萝卜、甘蓝等蔬菜在大地

上展现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田

园画卷。咀头镇塘口村村民

小张夫妻这几天忙着收获生

菜，他家种了十余亩生菜，靠

种菜能收入几万元。高山蔬

菜是太白县绿色生态产业的

金字招牌，全县 86% 的耕地

种植蔬菜，全县 85% 的群众

从事蔬菜生产，73% 的农民

收入来自蔬菜，蔬菜种植成

为太白农业的主导产业。蔬

菜产业的发展，持续带动了

农民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

赋能加速。

据太白县农业农村局统

计，今年以来，全县累计种植

蔬菜 10.5 万亩，其中二茬复

种 4万亩。

（王芙蓉 孙海）

凤翔区开展免费技能培训——

助力群众创业圆梦

创业培训课上学员认真听讲

农户在地里采摘白菜

小核桃带来大效益
陇县 26 万亩核桃丰收，产值突破 5 亿元

本报讯 近日，在陇县

温水镇李家河村的核桃园

里，刘明厚和家人正忙着采

摘核桃，看着眼前这上百亩

的核桃挂满枝头，一家人喜

上眉梢。据了解，今年陇县

全县种植优质核桃26万亩，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期，处处

是采摘核桃的丰收场景。

温水镇李家河村果农

刘明厚种植核桃200多亩，

一亩地估计能收1500公斤

左右，产值约3000元左右，

200亩能卖个60万元左右。

为了确保核桃有销路，保障

收购价格平稳，陇县通过整

合资源优势，在核桃采摘、销

售等环节，严格按照核桃品

级分类采摘、销售，通过引进

客商、开发市场、网上销售等

多种方式，拓宽销售渠道，确

保了效益最大化。

陇县果业服务中心

副主任、高级农艺师杨怀

斌介绍，今年以来，陇县

坚持把核桃产业作为促进

农民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

来抓，大力实施核桃品种

培优、高接换头、增施有机

肥、地布覆盖、规范树形、

病虫防控等综合改造措

施，指导果农加大对核桃

的田间管理，充分发挥规

模效益和示范效应，全县

核桃生产呈增产趋势，预

计增产幅度在 5%-7%，良

种核桃青皮鲜果总产达到

30 万吨，产值突破 5 亿元，

促进农民增收 3.7 亿元。

  （张建英 宋文君）

刚刚采摘的青皮核桃装车运出地头

眉县营头镇红河村村民袁红富

八月炸结出致富果

本报讯 近日，记者在

眉县营头镇红河村一处果

园里看到一种紫红色果

子，形状像芒果，还套着

袋，混杂在一片猕猴桃园

里。原来，这是当地村民首

次成功种出的三叶木通，

俗名叫“八月瓜”或者“八

月炸”，是一种野生水果。

袁红富是“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5 年前，由于

天旱，他家的果园里死了

一大片猕猴桃树，袁红富

从山中挖来几十株“八月

瓜”藤，种在猕猴桃园里，

他就像照管猕猴桃树一

样，给“八月瓜”剪枝、搭

架、施肥。2021 年，“八月

瓜”首次开花了，紫红色，

花序像槐花；当年 8 月底，

“八月瓜”陆续成熟，紫红

色的果子熟透了就会炸开

口，露出乳白色的果肉，里

面还有一粒粒黑褐色的种

籽，果肉吃起来软糯香甜。

村里种出“八月瓜”的

消息，引起了人们的好奇，

这种果子在山中只能长到

200 多克，袁红富家的果子

最大的超过了 1000 克。红

河村毗邻红河谷快速干线，

一些路过的游客也前来采

摘。去年，袁红富家的“八月

瓜”产量有 500 多公斤，卖

了 2000 多元钱。今年，为了

让果子避开风雨的侵袭，炸

开后果肉免受污染，袁红富

从网上买来套袋，给即将成

熟的“八月瓜”套上了袋子。

袁红富把自己拍摄的“八月

瓜”小视频发在抖音上，吸

引了两万多“粉丝”，每天都

有慕名前来采摘的顾客。前

几天，他还通过快递，给一

位青岛的顾客发了 5公斤

“八月瓜”。

通过扦插和播种育苗，

袁红富现在已经有 200 多

株“八月瓜”，很多藤蔓已经

有婴儿胳膊粗，今年预计能

产几千公斤“八月瓜”。袁红

富尝到了发展“八月瓜”的

甜头，他准备继续扩大种植

面积，还想试种五味子，用

野果子敲开“致富门”。

本报记者 刁江岭

袁红富在自家果园采摘“八月炸”

本报讯 “既不要投入本

钱，又不要自己买羊，卖了

羊还能赚钱，这个政策就是

美！”近日，千阳县张家塬镇

王家庄村养羊能手王国富见

人就如是说。据了解，该镇创

新推出“借羊还羊”模式，破

解了群众分户扩群瓶颈，还

促进养殖户增收、企业增效、

产业增值，一举多得。

王国富领的羊种是莎能

奶山羊，一天产奶 3公斤，喂

起来也方便，前段时间他卖

了 12 只羊，每只净赚 1300

元。面对这份“借来”的收入，

王国富乐得合不拢嘴。从今

年 3 月开始，张家塬镇通过

政府引导、公司引领，充分发

挥合作社纽带作用，创新推

出“借羊还羊”模式，破解群

众分户扩群瓶颈，促进养殖

户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增

值。第一批“借羊还羊”项目

在王家庄、曹家塬、七一等

三个村试点推行，目前共借

出 20 只羊。莎能奶山羊品种

好，加上科学饲养，平均每只

羊年纯收入可达 1000 元，大

大高于当地普通羊的效益。

通过循环借出、滚动发展，每

年可新发展养殖户 20 多户，

累计带动 60 多户农户实现

增收致富。

王家庄村“借羊还羊”

模式的推广及大力宣传，让

越来越多的农户积极参与。

王家庄村抓住机遇，建设奶

站小区提升改造项目。该项

目通过资源整合，将全村养

殖大户引入新养殖小区进

行集中养殖和统一管理，为

进一步发展壮大村级畜牧

养殖规模，做优做强畜牧产

业奠定基础。项目投用后，

预计肉牛存栏达到 400 头、

奶山羊存栏达到 1000 只，

带动群众就业 80 人，年户

均增收 6000 元、村集体经

济增收 8 万元。

“等奶站建好了，我准

备搬到奶站里面去，再养上

几十只羊，我对未来很有信

心……”王国富坚定地说。 

（张莹）

千阳县张家塬镇群众

借羊还羊发羊财

（上接第一版）习近平同志关

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于加强理想信念

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推进文明实践、文

明培育、文明创建，提高全社

会文明程度、促进人民精神生

活共同富裕，为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提供坚强思想保

证、强大精神动力、丰润道德

滋养、良好文化条件，具有十

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述摘编》分 10 个专题，

共计 512 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

志 2012 年 11 月 17 日 至 2022

年 6 月 8 日期间的报告、讲话、

说明、演讲、谈话、贺信、指示、批

示等 240 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

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