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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新闻

（上接第一版）这一年，正赶上生猪价格

进入低迷期，村里年事已高的 8户养殖户

一看无利可图，索性自发关闭了养猪场，

更多的养殖户受到影响也纷纷关停，很快

实现了控制目标。

第三是全面治理养殖污染。村里筹

资 260 万元，依托原有 3 个养殖小区建

设尿污处理池及中转站，对农户房前屋

后和所有道路两侧实现复种与绿化。

几十年的养殖业，让原本美丽的野寺

村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三招”出手，

村里的臭味慢慢淡了，村庄变绿了，村民

之间的矛盾也少了！

2018 年 5 月，野寺村养殖场废水直

排问题被中央环保督察组销号，环保问题

得到了根本性遏制。

举“绿牌”  产业调整辟新天
关停淀粉加工、缩减养猪规模，环保

痼疾解决了，接下来，野寺村这个“老

先进村”的群众收入靠什么来保

障？村里今后该依靠什么产业

来发展？

近日，记者来到昔日的

“养猪第一村”，从宽阔的村

级道路、家家户户的小洋

楼依稀可以看到养殖业曾

经带给村民的“荣耀”，而

随处可见的草坪和鲜花，

则显示出村民对于美好生

活的追求。村外，一座座蔬

菜大棚、一畦畦地膜土豆昭

示着村庄新的希望。

村主任梁玉林告诉记者，

2018 年，村里建成了 3 个尿污

处理池，对养殖产生的粪污全部

截流，通过厌氧发酵，形成沼液有机

肥。在目前的养殖规模下，村里每天可产

生 20 吨沼液有机肥，这些有机肥通过灌

溉管网直接输送到田间地头，实现了“养

殖—废弃物资源化—种植业”的良性循

环。“现在都讲绿色蔬菜，我们的有机肥

直送地头，发展

绿色蔬菜产业

不是正合适

嘛！”梁 玉

林在村民

大会上一

宣传，群

众 看 到

了 转 型

发 展 的

新商机，

镇 村 又

乘 势 多

次组织种

植技术培

训，鼓励群

众发展大棚

菜、食用菌。2018年，

村里 80 户村民开始种植地膜土豆、洋葱

等大田菜，其中 17 户是关停了养猪场的

养殖户。

作为村里最早养猪的那一批村

民，梁诸贤目睹了村庄从污染到治理

的每一步。2015 年，他坚决关闭了自

家的养猪场；去年，他带领家人种了两

亩蒜苗。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养猪受

市场波动影响很大，有时一年到头赚不

了几个钱，种菜每亩收入 5000 元没问

题，“关键咱村有机肥是现成的，种菜有

天然优势！”梁玉林告诉记者，今年，村

上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已经把蔬菜种

植面积扩大到 300 亩。“30 多年前，我

们通过发展产业致富了，但回头看，付

出的代价太大了。现在，再不能走先污

染后治理的老路了，我们要通过转型偿

还生态账，也为村庄谋求新的发展！”

凝心聚力谋发展  服务群众解难题
本报讯 11月30日，“盛世华章——

中国宝鸡青铜主题绘画国际巡展预展

暨雪云国展作品汇报展”，在宝鸡市文

化艺术中心群艺馆开幕，社会各界人

士近 600 人参加了开幕式。

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

和旅游局、市文联主办，展览将持续至

2020 年 1 月 6 日。

土生土长的宝鸡画家、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强雪云，怀着弘扬本土周

秦文化的情感，用独特的观察视角和

创作手法，诠释宝鸡青铜文化魅力，通

过中国画的表现形式，展现青铜器的

雄浑沉静。这既是对文物活化形式的

一次创新，也是对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的艺术实践。其作品近

年来在国家级大展中接连入选、获奖，

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市领导刘焕勋、张望参加开幕式。
本报记者 麻雪

本报讯 岐山农民王晓华在县城

打工，家里 6 亩小麦该打药除草了。11

月 24 日，她在手机上点击“嘟嘟农机”

预约植保服务，机手于鹏飞当天就上门

把她家的活干了。“嘟嘟农机”是岐山

县推出的农机网约软件，它让农民和机

手实现了信息零距离对接。

岐山是农业大县，因农户和机手

之间信息沟通不畅，经常面临农民

“找不到农机”和机手“找不到活干”

的尴尬。今年 5 月，县农机技术推广

中心开发出“嘟嘟农机”网约平台，农

户和机手只需安装微信小程序或下

载APP 并注册，即可使用农机预约、

在线接单、农机维修等 20 余项功能。

记者在该平台看到，农户可以根据需

要选择农机和机手，也可以发布耕地

位置、亩数、作业内容，等待机手抢

活。机手可以发布农机种类、价格等

信息，并根据农户的用工信息接单或

抢单。

“嘟嘟农机”推出后，由于群众对

互联网掌握有限，加之网约平台编程

有些繁琐，农户和机手注册的积极性不

高。针对这种情况，县农机中心不断优

化网约平台程序，加大宣传力度，10

月份联合 15 个合作社开展“三秋优惠

联盟”活动，每亩地优惠 5 元作业费。这

些措施让一度“遇冷”的“嘟嘟农机”网

约平台持续升温，短短一个月注册用户

接近 5 万人，有上百种、千余台农机上

线注册，成交 330 笔订单。
本报记者 刁江岭

本报讯 近日，金台区东风路街

道东社区邻里苑小区改造项目顺利

完工。谈到小区的变化，居民冯新红

高兴地说：“小区的环境变美了，我

们的幸福感也提升了！”

邻里苑小区原为金台交警大队

家属院，始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

由于年久失修，小区的供水、供暖、

排污管道锈蚀严重，地面、墙面也有

不同程度的破损，不仅影响环境，而

且存在安全隐患。2017 年，在我市

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由社区发起，

居民议事会与社会组织、辖区企业

共同成立了院落改造小组，在区住建

局和街道办事处的支持和帮助下，经

过两年多的建设，小区更换了管道、

硬化了地面，居民们还一起动手，在

楼外墙面上绘制文化墙（见上图），在

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小区的面貌焕

然一新。

居民们纷纷表示，大家一起动

手，不但美化了小区环境，也增进

了邻里关系。最近，小区还定期举

办了多项文化活动，丰富居民的业

余生活。
( 张蓉）

盛世华章青铜主题绘画展开展

本报讯 “蔬菜减

产不减收，帮扶干部为

我们脱贫致富办了一

件大好事！”近日，太

白县靖口镇散军塬村

贫困户柏存娥，拿到架

豆赔偿款后高兴地说。

今年以来，市农业农村

局着力为贫困群众办

实事做好事解难题,

深受贫困群众欢迎。

散军塬村是市农

业农村局的定点帮扶

村，帮扶干部了解到，架

豆是该村特色主导产

业，但由于近年来干旱

与雨涝等自然灾害、重

茬种植引起病虫害频

发，架豆减产减收情况

时有发生。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中，市农业农村局党组

把协助贫困群众抵御生

产风险，列入为群众办

实事清单，并提出引进

蔬菜保险，由帮扶干部

出资，为贫困群众代交

保费“托底”增收。随后，

市农业农村局积极对接

中国人保财险宝鸡分

公司，确定了保险协议。

由局机关帮扶干部出资

950元，为 21户贫困户

承保95亩架豆的自然

灾害和病虫害保险。今年秋季，太白县阴

雨连绵，散军塬村的架豆减产减收严重，

21户贫困户种植的架豆也遭了灾。前不

久，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上门为贫困户测

算自然灾害和病虫害损失面积，每亩地

补偿260元，加上其他款项，共赔偿贫困

户保费3.4万元。    本报记者 刁江岭

岐山县用微信小程序打通农机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

网约平台签订单  嘟嘟上门来干活

金台区东风路街道东社区邻里苑小区：

老旧小区换新颜

扫 黑 除 恶进行时

近日，岐山县卫健局组织医务人
员通过设置 LED 显示屏、挂横幅、摆
展 板、发 宣 传 资 料 等 方
式，在广场、街区等人流
量大、人群密集的地方，
利用为群众义诊的机会，

宣传扫黑除恶相关政策知识，受到群
众好评。                           张敏涛 摄

医务人员上街  宣传扫黑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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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寺村的三次变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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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茶树主要在南方种植，宝

鸡的气温适合不？近日，笔者在麟游

县华盛绿能光伏农业园的大棚内，看

到了百余亩茶树。其中示范区种植的

4 亩茶树，今年初已经采摘并制茶。预

计 2020 年，生产区的 102 亩茶树将进

入批量采茶制茶阶段。

华盛绿能光伏农业园位于麟游县

九成宫镇丰塬村，园区面积 1253 亩，

主要发展苗木花卉、茶叶、香椿三大产

业。据园区负责人刘海光介绍，麟游土

壤层厚、气温低、无霜期短，适宜茶树

生长。2017 年 3 月，他们把在山东青

岛驯化后的原浙江鸠坑种茶树引种至

麟游，生产区种植规模为 102 亩，示范

区种植 4 亩。

笔者在园区大棚内看到，一株株

茶树整齐排列，约有半米高，滴灌系统

不时进行喷淋，以增加棚内湿度。刘海

光说：“茶树习惯酸性土壤，而我们北

方多为碱性土壤，‘南茶北移’首先得

改良土壤，调整土壤酸碱度，然后再增

加土壤肥力，茶树在南方都是露天种

植的，北方低温时间长，就得用大棚种

植，严格控制温度和湿度。”

笔者了解到，今年春季该农业园

示范区内的 4 亩茶叶经专家品鉴，品

质和口感较南方茶绵软且厚重。预计

明年，生产区种植的 102 亩茶树将进

入批量采茶制茶阶段。      （罗琴）

百亩茶树扎根麟游

园区工作人员正在查看茶树长势

11 月 30 日，记者在眉县县政府
院内看到，一座楼阁式 7 层砖塔用围
挡围着，塔身搭着脚手架，工人正在进
行修葺。

这座古塔名叫净光寺塔，建于唐
元和十一年（816），是全国重点保护
文物。这座塔高 20.44 米，底边长 4.65
米。十多年前，这座古塔偏离垂直中心
线近 2 米，向北侧倾斜，当时文物部门

曾对古塔进行了纠偏。最近几年来，这
座古塔受风吹日晒，塔身出现了裂纹，
有些砖头因年代久远风化严重，加之
塔座地势较低，周围容易淤积雨水。为
了保护好这一珍贵文物，眉县博物馆
今年 9 月邀请古建专家对古塔进行修
葺，工程包括塔体修缮和塔体外围散
水工程及环境治理，计划明年 2 月中
旬竣工。                   本报记者 刁江岭

眉县重视文物保护工作——

千年古塔重新修葺 

野寺村建成 3 个尿污处理池，对

养猪产生的粪污进行无害化处理。

通过环保治理，野寺村的

村容村貌有了明显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