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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故事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金台区硖石镇高家湾村 ：

养猪养羊又发电  贫困群众腰包鼓

本报讯 近日，金台区硖石镇高家湾

村 81 户贫困户，高高兴兴地领到了共

计 3.5 万元的产业分红款。据了解，近年

来，高家湾村带动村民积极参与本村产

业发展，有效增加了群众特别是贫困群

众的收入。

高家湾村是区级贫困村，全村有贫

困群众 153 户 547 人。以前，村上缺乏产

业支撑，集体经济薄弱。2016 年以来，

金台区坚持“支部引领、两业（就业产业）

齐飞”的发展思路，结合高家湾村实际，

扶持该村发展光伏发电和生猪、奶山羊

养殖产业。去年，该村 6 个合作社带动

113 户贫困户参与产业发展，累计增收

38 万元。

村民朱玲霞此次领到了 700 元分

红，她说：“以前我只能靠种粮维持生活，

2016 年我加入了养殖合作社，今年已经

是第三年领到分红款了。”硖石镇相关负

责人介绍，再过几天，村上还将为 80 余

户贫困户发放产业分红 4 万余元。
本报记者 罗锐

理 思 路 献 良 策
推动高质量发展

永秀智库专家组走进宝鸡港务区考察调研
本报讯 6月11日至12日，

全国著名经济学家、陕西永秀

智库理事长白永秀带领专家组

一行 5 人，走进宝鸡港务区进

行深度调研，并为港务区干部

职工进行专题讲座，为港务区

发展建言献策，提供智力支持。

6 月 11 日，宝鸡港务区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炳绪

给专家组介绍了港务区自成立

以来区内规划建设、体制运行

及项目进展情况。随后，专家组

一行先后调研了陆港新城、宝

鸡综合保税区、空港新城等组

团。在陆港新城，专家们详细了

解了阳平铁路物流基地建设运

行情况，并就陆港、综保联动

发展进行了深入研讨。在宝鸡

综合保税区，专家组一行来到

综保区首家入驻并试投产的企

业，详细了解了企业生产运营

情况，还就综合保税区下一步

发展布局进行了交流。在空港

新城，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宝鸡

机场搬迁安置工作，以及空港

新城详细规划。

6 月 12 日，白永秀围绕新

基建和“十四五”发展作专题

讲座，他从“新基建”提出的背

景、“新基建”的概念与范围、

“新基建”提供的机遇与挑战、

应对“新基建”的发展之策等方

面，为宝鸡港务区四组团全体

干部职工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

解。帮助他们进一步理解“新基

建”，把握“新基建”提供的机遇

与挑战，启发思路。白永秀还为

宝鸡港务区“十四五”发展规划

给出了建议。

王炳绪表示，此次永秀智

库专家组走进宝鸡港务区考察

调研，为港务区发展建言献策，

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

性。他表示，2020 年是宝鸡港

务区突破发展的关键之年，各

组团和相关部门应围绕“新基

建”和“十四五”发展，扎实推进

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把握好发

展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魏薇 李一珂

木偶戏惟妙惟肖
血条面口味醇香
麟游县举行非遗系列宣传展示活动

本报讯 6 月 11 日，麟游县

举行了以“非遗代代传、健康常

相伴”为主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系列宣传展示活动。

活动中，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麟游木偶戏惟妙惟

肖的演出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

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麟游

血条面”以独特的制作工艺和醇

香的口味吸引群众争相品尝；县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展示的剪

纸、香包及刺绣等作品获得大家

交口称赞。

近年来，麟游县通过开展“送

非遗项目进课堂”等活动，邀请省

市县有关专业技术人员、非遗项

目传承人等，定期举办非遗项目

研讨培训班，大力培育各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弘扬和传承

麟游特色文化品牌。目前，麟游县

共有 11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分别列入省、市、县级非遗保护名

录。其中，“麟游地台社火”“麟游

木偶戏”被列入省级非遗保护名

录；“麟游血条面”“九成宫酒酿

造技艺”“麟游杏仁茶制作技艺”

被列入市级非遗保护名录。
（田艺 杨雅芳）

凤县双石铺镇草店村脱贫户王盛军 ：

“好政策帮我翻了身”
田俊雅

“老王，今天的樱桃卖得咋样？”前几

天的一个傍晚，凤县双石铺镇草店村的王

盛军正坐在院子里盘点当天樱桃采摘园

的收入，耳边传来了驻村工作队队长张明

君洪亮的声音，“给，这是我们今天在县城

帮你卖樱桃的 300 元，你点一下。”接过张

明君送来的钱，王盛军脸上笑开了花，说：

“张队长，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了，这几年我

家能翻身，多亏了党的好政策。赶紧坐，我

给咱做饭去……”

王盛军全家 5 口人，2016 年被识别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家里 80 多岁的老母

亲患有精神方面疾病，妻子有智力残疾，

2017 年大儿子高中毕业因为志愿没填好

滑档了，闷在家里自暴自弃，小儿子还在

上小学，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全压在王盛军

一个人身上。“那两年我就没见过老王笑

过，天天愁眉苦脸就像七老八十的人。”了

解到王盛军家的情况，当时骨折在家休养

的张明君不顾山路崎岖，拄着拐来到王盛

军家里，先是鼓励王盛军的大儿子重拾信

心去学校复读，然后又帮助王盛军制定了

家庭产业发展规划，动员他将现有的樱桃

树、花椒树、苹果树在加强管理的基础上

扩大规模。

生活有了目标，王盛军不再颓废，

他每天起早贪黑在地里忙活。2018 年，

大儿子考入大学，一家人又为学费犯

难，张明君领着孩子向相关单位争取了

教育扶助资金 2.5 万元，村里又进行了

捐款。经过两年多的发展，2019 年王盛

军的新品种樱桃园发展到 6 亩，大红袍

花椒发展到 7 亩，红富士苹果也有 3 亩，

这成了全家的经济来源。张明君动员帮

扶单位开展消费扶贫，干部职工还利用

业余时间帮助王盛军销售樱桃，他家当

年收入达到 2.1 万元。王盛军全家顺利

脱贫。

今年受疫情影响，包括王盛军在内

的村民都担心樱桃难销售。驻村工作队专

门策划了樱桃采摘节，通过县级媒体、微

信朋友圈等进行宣传推销，吸引了不少游

客入园采摘，销售难题迎刃而解。如今王

盛军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天天都是笑容满

面，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全媒体县区行

欢乐夜宝鸡上演文化大餐
本报讯 6 月 13 日晚，随

着夜幕的降临，在市区盛世广

场“欢乐夜宝鸡”大舞台上，宝

鸡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团举行了

专场文艺演出。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武勇超同广大市民一起

观看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文艺演出由鼓舞《奋进宝

职》拉开序幕。舞蹈《最好的舞

台》《黄土情》等，演员优美的舞

姿、娴熟的动作，让观众大饱眼

福 ；歌曲《不忘初心》《胡桃夹

子》以及抖音歌曲联唱等，婉转

流畅，动听悦耳 ；朗诵《让青春

在奋斗中闪光》，高亢奔放，触

动心灵。精彩的文艺“大餐”，引

来现场观众掌声不断，现场气

氛高涨。

舞台下，夜购、夜宴、夜秀、

夜游的广大市民，沉浸在欢乐

之中，烟火味、时尚味、文化味

十足。正在品尝美食的市民张

均虎告诉记者，在这美好的夜

晚，聆听优美的音乐、观看欢快

的舞蹈、品尝美味的食品，让人

心旷神怡。“欢乐夜宝鸡”持续

下去，一定会让宝鸡夜间经济

“火”起来！

“过去，我在市区一家商场

经营服装，今年受疫情影响，生

意大不如前，货也积压了，心里

很着急。欢乐夜宝鸡活动办得

真及时，仅三个晚上，我就把积

压的货卖掉了一半！”摊主孙

丽君说。
本报记者 庞文渊

专家在宝鸡综合保税区考察调研

群众领取分红款  本报记者 卢志平 摄

王盛军在地里干活 

扶风县法门镇齐村脱贫户孙都全 ：

干部帮扶拔穷根
本报记者 邓亚金 唐君恺  

“我家脱贫了，两个娃也上了大学，日子有盼

头了……”近日，扶风县法门镇齐村脱贫户孙都全

信心满满地说。

今年 56 岁的孙都全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肢

体三级残疾，双腿行动不便，只能干轻活，他的妻

子是聋哑人，两个孩子在上学，一家 4 口仅靠种几

亩地维持生活。2014 年，孙都全家被确定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

眼看着两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学习也很努力，

孙都全一心想着把日子过好。他和妻子想外出务工，

但因为身体原因，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岗位。看看身边

的人都靠发展产业致富了，孙都全也想尝试着发展

产业，但由于缺少资金、技术等原因不得不放弃。

“老孙，你原来养过羊，还当过牛羊交易‘经

纪人’，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发展养殖业……”就在

孙都全一筹莫展时，帮扶干部给他出点子想办法，

让他燃起新的希望。“现在国家扶贫政策好，只要

是贫困户发展养殖产业，还有补贴呢……”帮扶干

部的这些话，又给孙都全吃了“定心丸”。说干就

干，在帮扶干部的引导下，孙都全虚心向本村养殖

大户请教养殖方法。2017 年，他在自家后院修建

了棚舍，开始养羊、养猪。孙都全每天凌晨 3 点就

起床，妻子负责挤羊奶，他则干一些力所能及的

活。吃完早饭，孙都全去自家苹果地转转，顺便给

羊割草。“现在我每天按时喂羊喂猪，早上和下午

各挤一次羊奶，每天割两三次草，做好羊和猪的疾

病预防……”孙都全笑着说，他还种了 1 亩多苹果

和 1 亩黄桃。2019 年，孙都全家依靠养殖和种植

收入 2 万余元。在享受产业扶贫政策的同时，他家

还享受教育、残疾人补贴等政策，一家人的日子越

过越红火。

木偶戏表演

孙都全给羊喂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