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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谆谆嘱托
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走向我们的          生活小康

凤县留凤关镇孔家庄村 ：

烤烟带富小山村
本报讯 近日，凤县留凤关

镇孔家庄村在建的烤烟产业园

已完成烘烤区地面硬化，村民们

正在安装烤炉，迎接即将到来的

烤烟收获季。今年，该村村集体

新增 100 多亩烟田，并购置了

10 台烤炉，脱贫成果得到进一

步巩固。

位于秦岭腹地的孔家庄村

曾是贫困村，全村 248 户 855

人中，贫困人口就达 107 户 301

人。2016 年该村开始发展烤

烟产业，因为气候、土壤等条件

好，出产的烟叶油分好、柔软度

高，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2018

年，全村烤烟种植面积达到 400

亩，村里完善了电网、供水等基

础设施，实现贫困村摘帽。去

年，该村烤烟种植面积达到 750

亩，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对烤烟

进行统一管理和销售，创造经济

价值 200 多万元。

村民陈天银今年 47 岁，曾

因女儿、妻子患病，成为村上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2016 年，他种

了十多亩烤烟，收入近 4 万元，

当年就脱了贫。去年，他家的烤

烟种植面积发展到 20 亩，加上

在村集体合作社打工，全家收入

7万元左右。 本报记者 刁江岭

小 城 大 美
——太白县住建局推进 5A 级景区县城建设侧记

本报记者 张丽萍

讲好党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我市举行庆祝建党 99 周年主题宣讲活动

本报讯 6 月 28 日上午，我市举行“讲好党

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庆祝建党 99 周年

主题宣讲活动集中展演。10 名从全市党员干

部和青少年中评选出的获奖代表现场宣讲，

声情并茂地讲述了党的光辉事迹和我市在疫

情防控、决战脱贫攻坚等工作中的感人故事。

此次活动由市直机关工委与市委党史研

究室联合开展。从 4 月下旬开始以来，各县区

委、市级各部门共报送优秀宣讲作品 152 份，

经过评审，确定一等奖 4 名、二等奖 6 名、三

等奖 20 名、优秀组织奖 21 个。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武勇超参加活动

并讲话。他希望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

以这次宣讲活动为契机，积极从先烈先辈和

身边先进模范人物的高尚境界中感悟信念信

仰，从苦难辉煌的奋斗岁月中汲取斗争精神，

从气吞山河的发展历程中强化使命担当，从

管党治党的重要经验中淬炼本领能力，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奋力谱写新时代宝鸡追赶超越新篇章。
   本报记者 周淑丽

陈仓区拓石镇孟家塬村孟孝记 ：

专心种植柴胡的土专家
本报记者 王玲

“你到地里去看，同样是种柴

胡，老孟种的柴胡就比别人的好，

一亩地能多卖几百块钱。”近日，陈

仓区拓石镇孟家塬村党支部书记

欧世雄一见到记者就说。

欧世雄说的“老孟”叫孟孝记，

今年 60 岁，被大家称为柴胡种植的

土专家，是公认的柴胡种植能手。

山里的日子艰难。为了多挣些

钱，村里的男人都出去打工了，只

有女人在家里种地。孟孝记小时候

得过病，一条腿落下了毛病，出去

打工不方便。从 2005 年开始，他便

摸索着种柴胡，那时候村里还很少

有人种。

别看他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好

学、善于钻研，慢慢地悟出了种植

小窍门，比如玉米二茬地种柴胡长

势好。“但不能种得深，把地犁了要

等一两天，让土塌一塌，因为柴胡

是从表面往下扎根的，种得深了出

苗率不高，而且坡地比平地种柴胡

的收益好。”孟孝记说，另外，柴胡

怕晒，在荞麦地、油菜地等套种要

比直接种效果好。

挑选柴胡种子，孟孝记也有自己

的方法，“抓一把柴胡种子，从手里往

下溜，不随风走的，都是好种子。劣质

种子跟风就走了。”孟孝记用这个土

办法，帮很多人选购柴胡种子。

以前村里没人种柴胡，后来看

孟孝记种柴胡收益还不错，很多人

就跟着种。他很热心，不管谁来请

教，都给热心指导。今年，村里以前

在外面打工的孟吉财也回来种柴

胡。孟孝记给他手把手教 ：从一亩

地撒多少种子、种多深，再到出苗

后的管理……靠着学来的技术，孟

吉财把自己的三亩多柴胡作务得

很好。

这些年，西山地区推行柴胡标

准化种植技术，拓石镇每个村都有

一个土专家。这些土专家经过系统

培训，加上自己多年的种植经验，

除了大力推广柴胡种植外，还成为

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排头兵”。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全媒体县区行

6 月，伴着潺潺溪流，迎着吐翠群

峰，记者走进了慢城太白县。

汽车在蜿蜒的道路上一路前行，

路边“中国达沃斯·仙境太白县”的

标语牌格外醒目，仿佛在向人们展示

着慢城太白发展全域旅游的信心和

决心。

“县域全域景区化”是近几年太

白县发展的核心词汇。站在县城发展

的新起点上，太白县进行了大手笔的

规划，全面释放出发展潜力。

如今，放眼城区，建设热潮如火

如荼，城区变化日新月异，一个个项

目如同“钢筋铁骨”，撑起太白的伟岸

身躯。

蓝图变现实
太白新城入画来

进入夏季以来，随着气温逐步

升高，太白这座小城又开始“沸腾”

了——慕名而来的游客，尽情享受着

“城在山中、河在城中、楼在绿中、街

在景中、人在画中”的旖旎风光，这是

“养生慢城”的独特魅力。

漫步太白街头，天空湛蓝、远山

含黛，美得让人心醉。

从名不见经传的山水小城，到各

地游客纷至沓来，“慢城太白”的精彩

“变脸”，呈现出的是一幅山水相融、

宜居宜业宜游的城镇美图。

但曾经，这里却因为地理位置偏

僻、经济基础薄弱，县城建设长期徘

徊不前。

2013年以来，太白县坚持生态立

县、特色富民、绿色崛起的发展战略，

率先在全市提出“县域全域景区化”

目标，把县城作为 5A 级景区来打造。

决策，是一种战略雄心；目标，是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打造 5A 级景区县城，绝不是简

单的‘口号工程’。”太白县住建局党组

书记、局长张立新表示，规划决定着城

镇的发展方向、规模和功能。为此，他

们先后赴浙江、湖北、江苏等地考察学

习，汲取经验，并聘请清华同衡规划设

计院和宝鸡市规划研究院专家，编制

完成了《太白县城市总体规划（2017-

2035）》，对县城未来 10 年乃至 20 年

的发展举旗定位、谋篇布局。

“根据规划，我们实施了东扩南

移战略，拉大了城市骨架，县城面积

将由 10.7 平方公里扩大到 27.3 平

方公里。”站在城区规划图前，县住

建局副局长胡纬向记者描绘道，近几

年，县上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与此相

得益彰的是，县城功能配套得到了完

善，同时优化提升了服务管理。如今，

街头注入了现代元素，乡村多了特色

景致，沿途公路水系如诗如画……言

语间，一座宽敞、新颖、绿色、干净、闲

适、兴旺的新城呼之欲出。

全域景区化
以特取胜引客来

从衙岭到黄凤山，一条长约 8.9

公里的自行车慢行道依县城而建，骑

车慢行，可领略沿路风景，是很多外

来游客的“打卡地”。

6 月 5 日，来自西安的游客李

先生骑着自行车，绕着县城转了一

圈，映入眼帘的是郁郁青山、丛丛鲜

花……随处可见干净整洁的街巷、

清新自然的小镇，令人耳目一新。他

说，这几年，他每年都会来太白县，

因为，这座小城越来越有“味道”了。

“以特取胜，这是太白县脱颖而

出、引流迎客的敲门砖！”在胡纬的

带领下，一片鲁冰花花海跃入记者眼

帘，众多游客驻足欣赏、拍照。“这是

我们打造的大地景观中的一个精品

节点，最近进入了赏花热潮，是很多

外地游客来太白休闲避暑、旅游观

光必来之地。”据介绍，近年来，太白

县按照“全县大景区、县城慢形态、

乡村小景点、公路风景线”的规划布

局，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县域全

域景区化”发展之路。大地景观是太

白旅游的新热点，“七彩花田”“箕谷

追忆”“云溪湖”“塘口遗风”“彩虹飞

渡”“虢川花海”“伊甸园”等绿地花海

和精品节点“串珠成线”，既凸显了太

白独有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又营

造了山清水秀、生机盎然、景色宜人

的“雪域太白、秦岭夏都，诗意田园、

养生慢城”。

围绕太白“高、凉、纯、慢”的独特

气质，突出“险、鲜、闲、仙”主题，将自

然山水、地域文化、运动休闲等相结

合……近几年，县住建局对县城主街道

176栋楼共计 15万平方米的建筑外立

面进行了改造，营造了暖色墙面，统一

了门店牌匾，铺设了柔性路面，构建了

慢行系统。与此同时，时代广场、建安城

市综合体等一批服务设施陆续拔地而

起，商业步行街也得到了改造提升。

如今，走上街头，路边绿树成荫，

两侧建筑鳞次栉比，景观随处可见 ；

站在翠矶山上远眺县城，群山之中，

白云缭绕，红屋顶和碧野田畴若隐若

现，整座县城美丽如画。

匠心筑精品
打造亮丽新名片

太白县虢川河两岸生态环境治

理工程是 5A 级全域景区化建设的一

个重点项目，东起延安桥、西至棓煜

兴大桥，治理河段全长 2 公里，工程

主要由岸堤新建加固、河道疏浚、气

盾坝、跌水堰、景观道路、廊桥及两岸

生态绿化等组成。

胡纬告诉记者，在创建 5A 级全

域景区的道路上，他们就坚持八个

字——干字当头，实字落地。“以前这

里就是一片烂河滩，经过两年的集中

治理和紧张建设，现在已经完全变了

样。”胡纬介绍，虢川河两岸生态环境

治理工程完工后，将会再为广大游客

提供一处休闲观景的绝美之地。

在建设现场，记者看到，这里的

治理项目已基本完成，虢川河上已出

现了五座跌水堰和两座拱形桥，印花

步道已铺设完成，观景台正在进行最

后的施工。而以虢川河为界，北岸正

在进行老城改造，将建设公园、绿地、

停车场、集贸市场、智慧城市管理暨

游客接待服务中心等 ；南岸正在建

设新区，以教育园区、移民搬迁安置

区、医疗康养中心等为主。

显然，在创建 5A 级全域景区的

推动下，太白县愈发展露出令人向往

的模样。

孟孝记（左二）给村民讲解柴胡种植技术  田艺 摄

陈天银给烤烟喷洒叶面肥

促消费  稳就业  兴商业
（上接第一版）

据了解，从 2019 年“五一”开始，渭滨区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原则，先后举办

了“乐购红五月”“端午粽情购”“国庆欢乐购”

等“情系经二路”系列商贸文化节促销活动。

同时，大力优化经二路片区交通，实现了汉中

路全段车辆双向通行，推行经二路区域节假

日免费停车便民机制，进一步聚人气、添活

力、促销费，“节日经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达到两位数增长。今年放开的地摊经济，又为

经二路的繁荣添了一把“火”。

“促销效果非常好，一下子带动了人气，

释放了我们的库存压力，营业收入也提高

了。”我市一家商场负责人表示。据悉，通过

发展假日经济，渭滨区经二路沿街 13 户大

型企业和几百户小微商户营业收入提高了

20% 左右。

大商贸业关系经济增长，小摊点连着民

生就业。渭滨区因地制宜，人性化管理小摊

点，最大限度释放地摊经济的活力，稳就业保

民生，让民生有温度、经济增活力。

放与管
烟火气与文明风并存

夜市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就是脏乱差。而

在渭滨区石坝河新界步行街，记者看到，这里

夜晚“烟火升腾”、白天干干净净。

渭滨区兼顾城市治理和方便群众，打造

地摊经济升级版，在放开和管理之间寻找平

衡点，用“微创新”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城

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路子。

渭滨区根据不同街区的实际，设置了近

10 个不同形式、不同经营类别的摊群点。其

中，经二路上以小商品为主 ；西二路上主要销

售群众自产的瓜果蔬菜 ；英达路、创业路等路

段发展夜间经济，经营烧烤等餐饮……一条

街就是一个消费热点，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

良性互补发展。

地摊经济虽“松绑”，精细管理不“松手”。

“我们要求摊点摆放不得占用消防通道、不得

占用盲道，严禁影响行人、车辆通行，保持环

境卫生，对摊群点限定时间、范围、点位。”渭

滨区城管执法大队的韩关友告诉记者。

运用现代化信息手段，让城市管理更精

细。据了解，渭滨区正在加快建设集感知、分

析、服务、指挥、监察“五位一体”的智慧城管

平台，并推行“街巷长制”和“镇街吹哨、部门

报到”工作机制。通过有序引导，让地摊经济

规范化运行。

点与面
串联发展振兴商贸业

发展地摊经济，渭滨区放在大格局下去

谋划推动——随着群众消费升级，如何进一

步推动商贸业振兴发展？

渭滨区区长刘方斌介绍，近日，区上对标

关中平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建设要求，出台

《2020 年渭滨区商贸振兴五大行动方案》，今

年将实施产城融合发展行动、经济街区提升行

动、业态调整引进行动、交通组织优化行动、政

商联动营销行动，旨在加速商贸扩容升级，激

活商贸发展活力，巩固商贸核心区地位。

作为经济街区提升行动之一的经一路首

批省级三大步行街改造提升项目，正在有序

进行。渭滨区经济管理试验区副主任付军祥

说，他们将紧贴年轻人消费习惯，引进一些体

验性、互动性强的项目，进一步聚集人气、带

动消费。渭滨区商务局副局长许黎军介绍，下

一步还将大力发展首店经济、网红经济等，打

造特色商业聚集区 ；持续办好“情系经二路”

商贸文化节、经一路文创购物节等活动，让

“老宝鸡”引领新消费。

今年，渭滨区将通过商贸振兴“五大行

动”打造精品示范街巷 10 条，开展主题营销

活动 10 场次，新增商业区域公共停车位 400

余个，进一步推动商贸领域消费结构、消费

环境优化，商贸消费层次规模和水平迈上新

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