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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仓区坪头镇庵里村姜新宁 ：

九龙山下办起农家乐 
本报记者 符雅琦

曾经的陈仓区坪头镇

庵里村是一条公路都没有

的深度贫困村，分散居住

在大山里的村民只能靠肩

扛背驮，在贫瘠的山地中

辛苦劳作维持生活，有些

人甚至不知道山外是什么

样子。

姜新宁的婆家就在庵

里村。12 月 2 日中午，记

者见到 36 岁的姜新宁时，

她正在自家开的“农家乐”

招呼客人。一间能容纳百十

来人的大厅收拾得干净整

洁明亮。靠着这间位于九龙

山景区的“山里土菜馆”，姜

新宁家脱贫致富了。

回忆过去，姜新宁告

诉记者，她结婚的时候家

里住的是三间土房，那时

候条件差，一年到头没个

闲钱，为了走出大山，改

变家庭面貌，她和丈夫先

后到虢镇打过零工，在宝

鸡高新区经营过一家扯面

馆。后因丈夫生了场病，加

之父母年龄大，孩子幼小，

全家人的生活一度陷入困

境，2014 年她家被列入建

档立卡贫困户。但能吃苦

肯吃苦的姜新宁不认命，

她和丈夫通过外出打工挣

钱，最终顺利脱贫。

脱贫了，还想致富。由

于姜新宁的面馆地段不好，

客人少，加之饭菜品种单

一，经营效益不是太好，日

常收入仅够维持一家人的

生活。2017 年，九龙山景

区建成开园后，给山里人带

来了商机。在村干部的动员

下，2018 年，姜新宁夫妻

毅然决定回家，拆除了旧

房，贷款 8万元盖起了五间

平房，面积达 150 平方米，

在自家办了一个以农家菜

品为主，可一次容纳 100 人

就餐的农家土菜馆，具备了

团队用餐接待能力，生意渐

渐有了起色。

经营农家乐，姜新宁

从前没有想过，现在不光

想了，而且还干成了。从曾

经的贫困户到脱贫户，再

到现在的致富能手，姜新

宁用了 6年时间。每天不管

客人多少，一大早，姜新宁

就起床忙碌起来，擦洗、备

菜、喂鸡……由于夫妻两

人为人厚道、菜品质量好、

价位适中、诚信经营，开业

后效益越来越好，2019 年

经营收入超过 10 万元，今

年生意更加火爆，旺季日

接待游客超过 200人。生意

好，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

现在的庵里村面貌焕

然一新。姜新宁打算进一

步提升经营能力，他们正

在与相关旅游公司对接，

打造旅游团队接待品牌 ；

同时，她还计划对平房进

行加层改造，新建家庭旅

馆，形成餐饮住宿一条龙

的经营服务模式。

坚决遏制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
全市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召开

本报讯 12 月 6 日，在收看全

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紧急视频会

议，以及省政府召开全省煤矿安

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后，我市就

贯彻落实全国及全省会议精神，

对岁末年初煤矿等重点行业领域

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荣

贤在会上要求，要深刻汲取重庆、

湖南等地煤矿安全事故教训，坚

决贯彻国务院和省上的会议精

神，切实抓好安全生产责任的落

实。要系统性开展全市煤矿安全

隐患大排查，严格监督执法，严

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压实属地

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

主体责任，确保煤矿安全生产形

势稳定。要统筹做好非煤矿山、交

通、建筑施工、消防、文化旅游等

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通

过排查实现风险管控，有效防范

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通过层层

传导压力、督促检查、执法督导，

把各自承担的责任落实好，坚决

遏制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实现

我市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双下

降”的目标。

本报记者 魏薇

职工歌手大赛唱出时代风采
本报讯 12 月 4 日，宝鸡市第

六届职工歌手大赛决赛在市工人

文化宫举行（见上图）。22 名歌手

同台竞技、一展歌喉，赛出了我市

职工的才艺和风采。

宝鸡市第六届职工歌手大赛

由市总工会主办，市工人文化宫、市

职工文联承办，于 11 月 28 日拉开

帷幕。来自我市各县区的 90多名选

手以歌会友、以歌传情，共有 22名

选手从预赛中脱颖而出进入决赛。

决赛现场，选手们用美声、民族、通

俗等唱法，唱起《春天的芭蕾》《牧民

歌唱共产党》《文成公主》等歌曲，为

现场数百名观众送上了一场音乐盛

宴。最终，田婧、白敏、李东阳三名选

手获得大赛第一名。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

工会主席曹海芹参加活动。

本报记者 张琼

助推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全省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宝鸡召开

本报讯 葡萄产业如何搞好

种植、生产和销售？如何按产业

链来部署创新链？如何提高现代

化产业水平？……12 月 5 日，全

省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

宝鸡召开，全省专家、种植能手会

聚一堂，贡献金点子，助推我省及

我市葡萄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次研讨会围绕陕西省葡萄

产业发展现状、新品种选育、病

虫害防治等方面进行专业研讨。

专家们认为，葡萄产业需尽快集

成创新一批产业高效发展的配

套技术，整合研发一套产业提质

增效的技术标准，引进选育一批

产量高、品质好、市场价值高、抗

逆性强的新产品，并探索一个葡

萄产业快速助推乡村振兴的新

模式。

省农业农村厅专家、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科研院院长、省葡萄

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房玉林

教授以及全省葡萄种植农场主和

高级农民共 110 余人参加本次研

讨会。 

本报记者  魏薇

眉县猕猴桃获最具影响力品牌殊荣
本报讯 近日，在第十八届

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总结大

会上，眉县猕猴桃获得“最具影

响力品牌”殊荣。

据了解，眉县作为国内外

猕猴桃产业聚集度较高的区域

之一，种植面积和产量占全省

的三分之一、世界的十分之一。

眉县猕猴桃核心技术研究应用

已走在了全国前列，建有农业

农村部批准的国家级猕猴桃批

发市场，从种植技术到三产融

合，都得到了专家学者和广大

消费者的高度认可。

近年来，眉县围绕产业振

兴，发挥猕猴桃特色产业资源

优势，不断夯基础、建体系、育

人才、搭平台、强品牌，持续推

进眉县猕猴桃产业发展，提高

眉县猕猴桃品牌影响力、增加

猕猴桃品牌附加值，促进农民

持续增收。

眉县猕猴桃先后获得“国

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等国家级荣

誉二十多项，并入选欧盟境内

受保护的 100 个中国地理标志

产品名单，国内销售覆盖所有

省会城市和 80% 的中小城市，

出口加拿大、俄罗斯、马来西亚

等 20 多个国家。

（闫珊 罗锐）

擂台赛大叫板  让宣讲活起来
凤县推动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家喻户晓
本 报 讯 “新时代，新思想，

国计民生放首位……”日前，走进

凤县平木镇的新时代文明实践讲

堂，新思想进万家理论宣讲镇村

“大叫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台

上，参赛者说得动情 ；台下，观众

们听得投入。

凤县紧扣新时代文明实践

建设工作，将全县九个镇划分为

三个片区，采取三镇对战的“擂台

赛”方式，在村组院落、文明实践

舞台中进行宣讲比赛，推动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家喻户晓、

深入人心。

今年 72 岁的李世华来自凤

县平木镇，作为退休的老教师，

他平时热心公益，是该县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之一。2019 年，李世华牵头成立

了“世华宣讲小分队”，被平木镇

聘请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特邀宣

讲员”，一年四季活跃在田间地

头，为群众义务宣传党的各项惠

民政策。十九届五中全会刚刚闭

幕，李世华就创作了快板《十九

届五中全会公报咱学习》。在当

天的擂台赛上，他的快板宣讲通

俗易懂，不仅夺得了第一名，还

获得了在场群众“最喜爱的宣讲

员”的最高投票。

为确保擂台宣讲赛既讲出

高度，又讲出温度，凤县还采用

理论宣讲和文艺汇演相结合的方

式，将舞蹈、演讲、乐器、朗诵、快

板等形式融入其中，文明实践“文

艺轻骑兵”的队员们创作了《不忘

初心》《我的祖国》《赞歌飞出心

窝窝》等节目，使宣讲“活”起来、

“动”起来、“鲜”起来。既有“面对

面”，还有“屏对屏”，凤县融媒体

中心还将擂台赛录制成视频，在

电视和“两微一端”上刊播宣传，

让党的政策理论进入百姓心中。

（刘涛）

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一线在行动

陈仓区坪头镇大湾河村 ：

路桥通了  群众笑了
本报记者 符雅琦

冬日的陈仓区坪头镇

大湾河村，宛如一幅素净

的水墨画，美不胜收。

12 月 2 日，记者走进

大湾河村时，这里刚刚下

过一场雪。一路上看到新

盖的房屋错落有致地分布

在进村主干道的两旁。而

在几年前，这里的村民大

都还分散居住在半山上。

山大沟深、道路狭窄、信息

闭塞，一个村组到另一个

村组要步行三四个小时，

一天下来至少要走十几公

里的山路。雨天一身泥，晴

天一身土，出行难严重制

约着大湾河村的发展。

为了先解决这个问

题，2013 年开始，依托危

房改造、移民搬迁等政策

扶持，住在半山上的村民

先后搬迁至山下的大湾河

两侧。2017 年 7 月，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来到大湾河

村，考察脱贫攻坚工作。之

后，依据政策，大湾河村

李家窝组村民全部搬入新

居。人是搬下来了，可地还

在山坡上。大湾河村四组

村民胡春林说 ：“以前想

把一袋化肥运到地里，全

靠肩扛，来回得爬几公里

远的山路，吃力不说，很不

方便。现在村上修了上坡

的砂石路，化肥等农资直

接就能运到地头。”

大湾河村因特殊的地

理位置，无论是种柴胡、花

椒、核桃，还是养猪、牛、中

华蜂等，又或是劳务输出，

如果路和桥不通，一切都

是空谈。“你别看这条河不

宽，逢雨天水流湍急，河水

涨高，想过河对面去，难！

平日村民都是蹚水过河，不

仅影响日常生活，还制约着

经济发展。”大湾河村党支

部书记洪四宝指着眼前的

千北公路和一旁的大湾河

告诉记者，这几年，村上修

了不少路，3.8 公里的砂

石路、1.3 公里的柏油路、

7公里的水泥路；陆续在大

湾河上修建了 7 座桥。至

此，解决了村民出行难和农

副产品运不出去的问题。

当天，在一座桥旁，记

者碰到经过这里的三组村

民王元春。他说，以前没桥

的时候，村民都是搭梯子

过河，娃娃上学过河得大

人背，出行不便也不安全。

现在建起了水泥桥，他们

到山外卖核桃、花椒方便

多了！ 

如今，村子又搭上“生

态+ 旅游+ 扶贫”的快车，

发展中药材种植、经济林

果、生猪养殖、中华蜂养殖

等特色产业，2019 年大湾

河村实现整村脱贫。村里的

基础设施也发生了巨大变

化，全村有了移动网络，自

来水直通家里，家家安装了

太阳能，开通了一趟通往市

区的客运班车……看到这

些喜人的变化，村民高兴地

说，路通了，桥架了，好日子

越过越甜蜜了。

大湾河村村民王元春讲述路桥的变化

姜新宁喂土菜馆用的土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