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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县鹦鸽镇龙窝村脱贫户贾宁娟 ：

小蜜蜂酿出甜日子
本报记者 符雅琦

“去年割了 350 公斤蜂蜜，收入 3

万余元！”5 月 8 日，太白县鹦鸽镇龙

窝村脱贫户贾宁娟一边忙着整理蜂箱，

一边对记者说，这几年通过养蜂日子越

过越红火，她觉得再累都值！

前些年种草药、种粮食，尽管贾宁

娟是村里公认的勤快人，但给孩子交

学费时却要“翻箱倒柜”，婆婆患病时

也不得不借遍亲友……“那日子，煎

熬哩！”

2014 年，被列为村上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后，曾一度让贾宁娟觉得羞愧。

2015 年，扶贫干部登门鼓励，并帮她申

请贴息贷款买回 3 箱中华蜂，她才觉得

生活有了奔头。

初夏时节，漫山槐花香，又到了贾

宁娟一家的“关键时刻”——一个月

时间里，她要细心观察，找到新生蜂

王，为山坡上自家 110 箱蜜蜂主持“分

家”。“刚开始养蜂的时候，蜂蜇得人

睁不开眼、张不开嘴，有段时间我都不

敢靠近这些‘小坏蛋’。”贾宁娟笑着

说，但时间长了，有经验了，“小坏蛋”

却 变 成 了

“小可爱”，

自己时时都

想着它们。

一 分

二， 二 分

四……新蜂

王放进新蜂

箱，意味着

山坡上又多

了一箱蜂，

意味着割蜜

时 又 多 了

三五瓶，意

味着收入又

能涨一截。

短 短 5 年，

贾宁娟家的蜂箱从 3个增加到 110个。

5 年时间，贾宁娟如同一只中华

蜂，在秦岭腹地，不但“酿”出了甜日

子，更甩掉了“穷帽子”——土墙老瓦

青苔斑驳的老房边，一排漂亮的砖房盖

起来了，4 万元外债也全部还清了。村

里人说，贾宁娟一家摘穷帽靠两样 ：一

靠干部帮扶接地气，二靠自己有志气。

发挥侨梁作用  讲好宝鸡故事
我市侨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5 月 12 日，市侨联召开

全市侨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

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部分归侨、侨

眷、侨商企业代表参加会议并发言表

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

讲话精神为指导，积极为打造内陆改

革开放高地和“四城”建设作出贡献。

我市现有归侨、侨眷2.1万余人。

近年来，归侨、侨眷、海外华人华侨、

侨商企业在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及招

商引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

今年疫情发生后，积极向我市捐赠防

疫物资。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侨联组织要

提高政治站位，组织好习近平总书记

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落实，

确保讲话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归侨、侨

眷及侨商企业。希望归侨、侨眷通过

各种渠道，向海外华人华侨宣讲我市

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取得的实

效，宣讲我市在秦岭生态保护、传统

文化挖掘、“四城”建设方面取得的

新成就，讲好宝鸡故事，传递宝鸡好

声音。            本报记者 岛茜

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市直机关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学习班

本报讯 5 月 12 日，市直机关组

织党组织书记、党务干部，举办了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

讲话精神专题学习班。

来自市直机关 82 个部门（单位）

的 130 余名党组织书记、党务干部，集

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

讲话。随后，主讲人从深刻认识习近

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的重大

意义、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

察重要讲话的内涵要求、扎实推动机

关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 3 个方面进

行了讲解，并提出，要迅速在市直机

关掀起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

察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 ；坚持“夜学”

制度，开展“延安精神”“西迁精神”教

育活动 ；结合实际，对标对表，融会贯

通，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以习近

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为指

引，谱写新时代宝鸡追赶超越新篇章，

为推动市直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贡献

力量。            本报记者 韩晓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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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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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县区行

用心用情服务好社区群众 

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省委宣讲团走进陈仓区铁道南社区
本报讯 5 月 13 日，省委宣讲团

成员、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武勇超

走进陈仓区千渭街道铁道南社区，以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

察重要讲话精神为主题，为社区工作

人员、基层党员、社区居民作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宣讲。

当天，大家围坐在社区院内，武

勇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拉家常的

方式进行宣讲。他从习近平总书记工

作生活中的小故事切入，分别从深刻

感受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的深厚情怀

和领袖的人格魅力，切实增强“两个维

护”的自觉性 ；加强和创新社区治理，

切实筑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

防线 ；发扬“西迁精神”、在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走在前

列 ；全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

重要讲话精神 4 个方面，向社区党员

干部群众进行了宣讲。在宣讲过程中，

大家听得十分认真，时而点头称赞，时

而在笔记本上认真记录。 

听完宣讲后，铁道南社区党总支

书记张彩红说 ：“习近平总书记来

陕考察重要讲话是对我们工作的鞭

策，今后的工作中要积极发挥基层

党员的模范作用，用心用情服务好

社区群众。”      本报记者 周淑丽

严密组织实施  突出关键环节
十二届市委第八轮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
本报讯 5 月 13 日下午，十二届

市委第八轮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召

开。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

任、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琦

参加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组织部

长、统战部长、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贾珉亮宣布本轮巡察组组长、

副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切实

增强做好新时代巡察工作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奋力推动我市巡察工作不断

迈上新台阶。要严密组织实施，突出关

键环节，扎实开展“市县巡察质量提升

年”活动，推动巡察工作在高质量发展

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持续深

化政治巡察，聚焦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群众身

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聚焦党组织软

弱涣散、组织力欠缺问题，高标准高质

量做好本轮巡察工作，为谱写新时代宝

鸡追赶超越新篇章作出新贡献。

据悉，本轮巡察将在市文化和旅

游局、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文物局

等 15 个市级部门、单位开展。
本报记者 秦玮玮

田明轩（左二）和村民探讨农作物管护技术

麟游县九成宫镇御驾塬村多为山

塬地，土地贫瘠。往年村里较为肥沃的

土地，每亩流转价格也就 100 多元，可

前几天，御驾塬村第一书记田明轩却

以每亩 500 元的价格流转了村里 8.5

亩土地种植板蓝根。这 500 元的价格

对于这里的群众来说是想都不敢想

的。可是，田明轩为什么要以这么高的

价格流转土地呢？

御驾塬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88

户 301 人。村子土壤、气候适合柴胡种

植和生长，柴胡品质优、产量高。靠着

种植柴胡，2018 年底实现了整村脱贫。

虽然贫困村的帽子摘了，但是如何实

现稳定增收防返贫，一直是大家思考

的问题。

柴胡种植周期长，两到三年才能

收获。能不能引导大家种植一些生长

周期短、见效快的中药材？为此，田明

轩三天两头往县药材公司跑，了解板

蓝根的市场价格，沟通销售渠道。多次

考察后，田明轩认为板蓝根市场行情

不错，便鼓励群众大面积种植。可是群

众怕担风险，宁可在地里种些小麦、玉

米，也不愿尝试种植板蓝根。

群众不想干、不敢干，干部就要

带头干。田明轩到村民家谈土地流转

事宜，专挑离村近，土地肥沃、平整的

地谈。在他看来，离村子近，村民才能

看得真切，也更能带动大家种植。田

明轩将最好的地流转价格定为每亩

500 元。

田明轩告诉记者，土地流转价格

高了，村民才愿意把更多的土地流转

出来，也能腾出更多的人力外出务工，

这样反倒增加了群众收入。现在他流

转了 33 亩土地种植板蓝根，按照五到

七个月的生长周期来算，年底就能有

收益。

看到村里第一书记种植了这么

大面积的板蓝根，村民们也抱着试一

试的态度开始种植。现在，全村已累计

种植板蓝根近 140 亩。田明轩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 ：按照去年板蓝根收购价

格每公斤 16 元来算，每亩板蓝根产量

250 公斤左右，光是这 140 亩的板蓝

根，就能为村民增加收入 56 万元。

脱贫故事
（上接第一版）为了给电商发展搭

建平台，该县利用 2000 万元，撬动 5.3

亿元社会资本用于电商基础条件改善

提升，先后建成电商众创空间、国家级

（眉县）猕猴桃产业物流园、眉县互联网

科技产业园、眉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

心等。

电商发展，人才是关键。

眉县按照“普及培训—创业培训—

拔尖人才培训—战略人才培训”的思路，

编写了《眉县电商人才培训规划》和《眉

县电商培训教程》，制定了培训方案。县

上聘请电商专家作为荣誉顾问，定期开

办讲座。最主要的是，这些培训都是免费

的，只要想学，谁都可以参加。

51 岁的白晓云就是培训出来的农民

微商。白晓云家住眉县首善街道杨千户

村 9 组，她和丈夫都身有残疾，无法外出

打工。2016 年，她被一次电商培训课震

撼到了。“当时我们一公斤猕猴桃卖6元，

但是网上一盒 2.5 公斤就能卖 50 元，差

距太大了。”于是，她就学着做电商。刚开

始，她连智能手机都不会用，现在一年网

上销售额达十几万元，网络彻底改变了

白晓云的生活。直到现在，她只要听说有

培训课，就会第一时间报名参加。 

李程鹏是眉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负责人，他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做电商培

训。为了学习电商知识，他曾自费前往阿

里巴巴集团总部学习，回来后结合自己

的实操和眉县实际，撰写了数十万字的

培训教材。他紧跟电商发展潮流，进行直

播培训、抖音培训，在全县培养“农民网

红”。前段时间，李程鹏被评为县拔尖人

才，就是因为他在全县电商领域作出的

贡献。

眉县供销联社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3年来，全县累计开展电商培训143期，

1.4 万余人次参与，建立了百人规模的电

商人才库，跟踪孵化 6300 多人次。

目前，眉县已经有了健全的电商发

展生态体系，村村有站点，镇镇有网点，

顺利打通了农村电商的“最后一公里”。

县财政每年列支不少于 1000 万元，专

项用于电商企业培育。德邦、韵达等物

流企业相继进驻眉县。去年，顺丰在眉

县建立了直发仓，进一步推动了物流的

提速降费。

龙头企业的带动引领
5 月 12 日，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上，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专门提到“陕西

省眉县电商扶贫助农成效好，充分发挥

‘电商+ 基地+ 贫困户’模式作用，带动

广大贫困户增收。”

早在电商发展初期，眉县就引进了

阿里巴巴、京东、苏宁易购等电商巨头

进驻，加速推动本地电商发展和中小企

业孵化，同时带动更多的贫困群众参与

进来。

近两年来，眉县与阿里巴巴、京东

合作，分别举办了“太白山下 3000 个希

望——聚寻农”眉县猕猴桃首发仪式、

京东眉县猕猴桃专场电商扶贫销售等活

动，在“太白山下 3000 个希望——聚寻

农”眉县猕猴桃首发仪式上，154 户贫困

户种植的猕猴桃全部实现了网上销售，

销售额达 460 万元。收入的增加，更加坚

定了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信心。

为了全力带动脱贫，全县实施的阿

里巴巴“千县万村”计划，村级站点优先

在贫困村建设，村淘合伙人优先在贫困

人口中招募，冯小刚就是其中一个。冯小

刚家庭生活困难，父亲常年患病。趁着发

展农村电商的契机，2016 年底，冯小刚

当起了屈刘堡村村淘合伙人。这些年靠

着做电商，他家顺利脱贫。如今，他用做

电商积累的资金，开起了餐饮店。

除了电商巨头的带动，眉县还大力

发展齐峰、金桥、秦旺等本地电商龙头企

业，这些电商企业和全县 25 个贫困村结

对帮扶，不仅以保底价格收购贫困户的

猕猴桃，还对贫困户进行免费电商和猕

猴桃作务技术培训，提供免费农资和就

业岗位。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齐峰果

业为贫困户提供了价值 100 多万元的农

资 ；金桥果业为贫困户提供了 70 吨的复

合肥 ；齐峰、金桥、鹏盛达、秦旺电子等电

商公司为果农提供了 80 多场次的猕猴

桃作务技术培训。金桥果业还为每个参

加培训的贫困户提供交通补助和午餐补

助，每天每人 20 元。这些实实在在的帮

扶，进一步激发了贫困户的脱贫动力。

喻春娃就是靠着在龙头企业基地打

工，走上脱贫路的。喻春娃家住汤峪镇新

联村 2 组，家里四口人，两个女儿乖巧懂

事，她和爱人里外分工，小日子本来过得

和和美美。2014 年，她的丈夫因脑梗半

身不遂，生活的重担一下子落在了喻春

娃的肩上。农闲时间，她就到齐峰果业的

猕猴桃基地打工，基地对打工的贫困户

随时去随时安排活儿，而且在种植过程

中遇到不懂的技术问题，基地老师会给

他们耐心讲解。几年下来，她不仅在基地

打工，还学到了先进的种植技术，自家猕

猴桃的品质和产量都有所提高。去年，她

家种植的 4 亩多猕猴桃卖了两万多元，

一举脱贫。

脱贫群众的典型鼓舞
扶贫最主要的是扶志。

眉县用电商扶贫最大限度激发了贫

困群众身上的正能量，不断收获的成功，

成为他们脱贫致富最主要的动力。

38 岁的屈喜花不仅是全县电商扶贫

的一个典型，也成为其他贫困群众的榜

样。她是眉县齐镇上庙村电商服务站的

负责人，也是县上发展的第一批电商从

业者。靠着做电商，她家现在日子过得富

足，再也不为钱发愁了。

时间追溯到 5 年前，那时的屈喜花

每天都在为生活而艰难挣扎。家里七口

人，父亲和叔父身体残疾，3 个孩子都在

上学，家里的重担全都压在屈喜花两口

子身上，丈夫一年打工挣的钱还不够家

庭开销。2016 年，她接触到了电商，开始

学习网上卖货，并成为县上第一批村级

电商服务站点的负责人之一。慢慢地，家

里的生活改善了，去年顺利实现脱贫摘

帽。去年，她还注册成立了合作社，吸收

了 8 户贫困家庭加入。“电商给我家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改变，现在我的日子好了，

要想办法带动更多人脱贫，大家都富了

才是真富。”屈喜花说。 

在眉县，逐渐兴起的电商就像一块

“磁石”，吸引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返乡

创业，带动贫困群众脱贫。李怡鹏就是其

中一位。

李怡鹏家在齐镇党家寨村。大学毕

业后在深圳工作，为了改变家乡传统的

猕猴桃销售模式，2014 年，他毅然回到

家乡，与人合伙开办了电商公司，专门销

售猕猴桃。从 2016 年起，他们开始收购

贫困户的猕猴桃，收购价每斤要比别人

高一两毛钱，到现在总共收购了 100 万

公斤，每年都有 70 多名贫困群众在公司

打工。李怡鹏的公司还对贫困群众进行

免费培训，教他们上网、用手机卖货。

在眉县从事电商创业，无须担忧上

下不通，孤立无援，因为这里有完备的产

业链助你借梯登高、借船出海。眉县目前

有超过 15 万人镶嵌到电商产业链中，通

过微信、微博、小视频推介和销售眉县猕

猴桃等。

电商带来的返乡创业人才回流，不

仅为眉县注入发展活力，更在全国赢得

了荣誉。去年，眉县因“全国第三批支持

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县”工作成

效显著，在全国会议上交流经验。 

五月的眉坞大地绿意盎然，地里的

猕猴桃已经“探”出了调皮的“小脑袋”，

它承载着这片大地上农民的希望。在脱

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眉县按下了电商

扶贫的“快进键”，奋力向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