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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新闻

麟游县九成宫镇御驾塬村马爱军 ：

从贫困户到养羊高参
我今年 46 岁，是一名共产党员。

全家有 6 口人，父母年事已高，还身
患残疾。以前，家庭收入全靠 30 亩陡
坡地里种的小麦、玉米，一年到头存
不下钱。

2014 年，我被精准识别为贫困户
后，在帮扶干部帮助下，开始探索新的
增收之路。先后养过牛、养过鸡，不断
尝试适合自身实际的产业项目。后来，
我听人说，养羊投资少、见效快，于是
就在家里搭起小木棚，又向亲戚借了
2 只母羊，从此踏上脱贫致富路。当年
底，我不光还了亲戚家的羊，还卖了 4
只羊，净收入 6000 多元。

2015 年，我继续扩大养殖规模，
盖起了 50 平方米的新羊圈，又买了几
只母羊。为了提高养殖技术，我一方面
请教老牧人和县镇技术人员，另一方
面阅读相关资料书籍。根据学到的知
识，我把农作物秸秆粉碎作饲料，每天
早晚喂给羊吃，让羊长得膘肥体壮。我
还注意到，每年六七月份是羊价最低
的时候，于是我便在这个时候收购别
人淘汰的羊，育肥后再瞅准市场及时
出手，这样下来一年能多挣 1 万多元。

2017 年，我靠养羊成功脱贫。这
些年来，我的羊存栏量保持在 150 只

以上，出栏量保持在 40 只左右，2019
年净收入 5 万多元，成了大家口中的
养羊“高参”。

虽然自己脱了贫，但咱不能光顾
着“吃独食”，还应该帮乡亲们一起脱
贫致富。于是，我把经验传授给村里的
贫困户，带动他们一起养羊。现在，全

村有 15 户人家发展起养羊产业，存栏
量达到 900 多只。看到大家靠养羊过
上好日子，我打心底高兴！

（张远整理）

金台区 ：

易地扶贫搬迁圆了群众安居梦

本报讯 “多亏党和国家的好政

策，我们才能住进这么好的房子！”

近日，在金台区硖石镇高家湾村易

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贾让娥老

人高兴地说。脱贫攻坚开展以来，金

台区大力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

改善贫困户住房条件，并通过一系

列帮扶举措，让贫困户“搬得出、稳

得住、能致富”。

贾让娥一家五口原本住在大山

深处的硖石镇吴岳庙村，家里的 3 间

土坯房多处开裂，每逢雨天，屋外下

大雨，屋内下小雨。脱贫攻坚开展以

来，金台区大力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

程，2017 年 9 月，贾让娥一家搬到

位于高家湾村的集中安置点，住进了

129 平方米的四室两厅新居。不仅如

此，她还加入了养猪、养羊两个合作

社，享受年底分红 ；儿媳也在转移就

业政策支持下，在市区从事环卫清扫

工作。

据了解，金台区易地扶贫搬迁

“十三五”规模为 122 户 392 人，集

中安置在硖石镇贺家渠、高家湾、暴

家河 3 个村。其中，符合条件的 117

户参与当地合作社发展，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还实现了就业或创业。
本报记者 罗锐 

凤县黄牛铺镇三岔河村 ：

巧打上市时间差  香菇卖上好价钱
本报讯 这几天，凤县黄牛铺镇三

岔河村的香菇成熟了，虽然上市晚了

一个多月，但是打了个时间差，反而卖

上了好价钱。依托食用菌产业，三岔河

村退出了贫困村行列，全村除 13户政

策兜底外，其余贫困户实现脱贫摘帽。

三岔河村地处秦岭腹地，气温

比市区低 5-6℃。其他地方的香菇 4

月就大量上市了，到 7-8 月就采摘

完了。三岔河村因为气温低，香菇 6

月初才出菇，到 7-8 月进入盛产期，

正好填补了市场空白。加之这里的香

菇个头匀称、肉质肥厚、颜色好，每公

斤批发价在 12 元左右，比其他地方

的香菇贵 2 元钱。

三岔河村有 317 户 1015 人，其

中贫困户 100 户 264 人，近年来，通

过成立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发展“党

支部+ 基地+ 农户”模式，带动群众

发展食用菌产业。三岔河村 2018 年

退出贫困村行列，2019 年贫困发生

率降至 1.28%。今年，为了让食用菌

产业提质增效，村上新建了 33 个食

用菌大棚，并购置菌棒生产线、烘干

设备等，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
本报记者 刁江岭

太白县咀头镇七里川村 ：

以花为媒带动乡村旅游
本报讯 日前，记者在太白县咀

头镇七里川村看到，湛蓝的天空下，

由鲁冰花组成的五彩花海甚是美

丽。当地以花为媒发展乡村旅游，打

造的“花海经济”为脱贫攻坚提供了

有力支撑。

记者在七里川村看到，鲁冰花

花田里，村民忙着劳作，游客则尽情

拍照。据七里川村党支部书记彭秋

计介绍，随着前来“打卡”的游客越

来越多，村里的农家乐生意也越来

越好。今年，该村将鲁冰花种植面积

扩大至 200 亩，还搭配种植了石竹、

金鸡菊等 20 余种新品花卉。同时，

村上还建成了七里川村旅游接待中

心，并动员二、三组村民将 60 间民房

改造成民宿，预计今年全村收入达

100 万元，村民人均收入增加 1200

元。七里川村村民邓明明说 ：“鲁冰

花海火起来了，我们的收入也提高

了，今后的日子会更好。”
本报记者 韩晓磊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今年大女儿考研，二女儿考大

学，要把猕猴桃作务好，争取卖个好

价钱，让两个争气的孩子都能完成学

业。”这几天，眉县齐镇三星村村民杜

雪勤，在果园里忙着给猕猴桃疏果，希

望通过辛勤的劳动增加收入。

今年 48 岁的杜雪勤生于河南汝

南，1994 年

在陕西财经

学院读书期

间，和 来 自

眉县齐镇三

星村的同学

吴金平相识

相 恋。1998

年，两 人 大

学 毕 业 后，

在西安找到

工 作，并 走

进了婚姻殿

堂。按 说 照

这种模式发

展 下 去，他

们会有一番

作 为，过 上

理 想 的 生

活。然而，杜

雪勤大女儿

三个月时，公公突然患病去世，10 个

月后，婆婆又患病去世，接二连三的变

故，不但让这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也

改变了杜雪勤和吴金平的人生走向。

当时，吴金平的两个妹妹尚未成年，

杜雪勤的娘家又远在河南，家中的地

无人种、孩子没人管，两人负债数万

元……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含泪离开

城市回到眉县，和土地打起了交道。

2007 年，他们家种植了 4 亩猕猴

桃，但由于经验不足、技术有限，猕猴

桃产量低，一年下来卖不了多少钱。全

家仅靠吴金平一人打工维持生计，以

至于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2014 年，

他们家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为让这个家庭早日摆脱贫困，

2016 年，政府给杜雪勤安排了公益

性岗位，让她当上了村社保员。就这

样，杜雪勤和丈夫在上班的同时，起

早贪黑精心作务自家的猕猴桃，收入

不断增加，2017 年，他们终于摘掉

贫困户的“帽子”。

从 2018 年起，杜雪勤在工作之

余，学习电商知识，不但在线上销售自

家的猕猴桃，还带动周边群众在网上

销售猕猴桃。仅 2019 年 11 月至今年

4 月，她就在网上销售猕猴桃 1 万公

斤，收入 8 万多元。今年 5 月，邻近的

斜谷村大樱桃上市后，她和丈夫利用

工余时间批发大樱桃在网上销售，千

方百计增加家庭收入。

如今，杜雪勤每月能领到 500 元

工资，丈夫打工每月收入 3000 元左

右，加之猕猴桃的收入，他们在奔小康

的道路上越跑越快。

渭滨区石鼓镇孙家庄村 ：         

鲜花铺出脱贫致富路
本报讯 近日，我市渭河河道

内万亩花海惊艳亮相，美不胜收。其

中，市区神农大桥、联盟大桥下的数

十万株花卉，全都来自渭滨区石鼓

镇孙家庄村。依托花卉苗木产业，该

村已有 33 户贫困户实现脱贫摘帽。 

孙家庄村坐落在尖山脚下，距

离市区 5 公里，全村 380 户 1510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40 户 126

人。近几年，该村发展以白皮松为

主导的苗木产业，积极落实苗木繁

育补助政策，成立了绿盛淼白皮松

苗木繁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引导全

村贫困户累计栽种白皮松苗木 500

多亩。近两年，合作社流转20亩地，

实施渭滨区花卉基地项目，建起一

座 1100 平方米的智能温室和 8 个

日光温室大棚，主要繁育牵牛花、

孔雀草、百日草、三色堇等时令花

卉。去年合作社售出 1 万盆花，产

值 10 万元，全村 33 户贫困户成功

脱贫摘帽。 

今年一季度，合作社销售花卉

苗木总产值 20 万元 ；二季度将繁育

15 万盆鲜花，帮助剩余的贫困户脱

贫摘帽。村民都说，鲜花在孙家庄村

铺出了一条“脱贫致富路”。 
本报记者 刁江岭 

贾让娥在新家门前展示不动产登记证

眉县齐镇三星村杜雪勤 ：

搞产业摘穷帽  做电商奔小康
本报记者 朱百强

村民在苗圃里拔草

七里川村鲁冰花花海

村民采摘第一茬香菇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全媒体县区行

脱贫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