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末岁首，记者来到陈仓

区贾村镇牛家滩村（现与张家

寨村、灵龙村合并），只见一排

排小洋楼整齐排列，水泥路通

到村民家门口，家家自来水进

户入灶，街道干净整洁，以“孝”

为主题的游园广场，碧水荡漾，

林带缠绕，好一幅欣欣向荣的

新农村秀美画卷。

牛家滩村地处王家崖水库

上游、贾村镇沟底。过去，姓牛

的96户村民大部分住的是土

窑洞，走的是晴天一身灰、雨天

一地泥的土路，吃的是窖渗水。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脱贫

攻坚战中，牛家滩人用一股不

服输、不怕苦、敢拼搏的牛劲，

依托党的好政策，在这片黄土

地上辛勤耕耘、播撒种子、收获

幸福，靠勤劳的双手，发展牛羊

鸡猪等养殖业，摆脱了贫困的

面貌，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得到

彻底改善，村容村貌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今年87岁的牛波老人，提

起村里这些年的变化，笑得合

不拢嘴。他说：“过去一家五口

人住在土窑洞里，穷呀，全村人

吃一口渗水井，天不亮就去排

队挑水，连个自行车都没有，即

使有，坑坑洼洼的土路也难骑

得很。如今，就不一样了，我家

住进了楼房，还买了小汽车，儿

子在宝鸡搞装修，女儿也在宝

鸡上班，全家人一年收入十几

万元。过去梦想的事都变成了

现实，说一千道一万，多亏党的

好政策呀！”

记者走在村道上，看见一

名保洁员正在清扫马路。村党

支部书记王浩告诉记者，保洁

员叫秦兴宝，是个残疾人，但

有劳动能力，村上就为他安排

了公益性岗位，当保洁员。老

秦人勤快、能吃苦，把村道打

扫得很干净。村上还有一个五

保户，叫牛豆娃，已经70岁了，

过去懒得啥都不愿干，靠救济

生活。脱贫攻坚启动，扶贫干

部上门谈心后，老牛像变了个

人，闲不住了，承包了 15 亩村

上的荒坡地，全部种上了柴

胡，去年卖柴胡再加上政策补

贴，就收入了 3 万元哩！记者

站在牛豆娃家楼房前，看见洁

白的瓷砖一砌到底，院子收拾

得干干净净。

新年新梦想，牛年新作为。

牛家滩人将立足新起点，铆足

干劲，沿着小康大道阔步前进。

秦岭腹地的凤县黄牛铺镇

黄牛铺村，在青山绿水蓝天白

云的映衬下，显得十分恬静与

祥和。据说，黄牛铺这个村名，

与村委会对面那座山的形态有

关，那座山远看如同一头卧着

的黄牛。过去，这里是翻越秦岭

的驿站，商铺林立，黄牛铺的地

名由此而来。

“我们村的日子越过越牛

气了！”面对记者的采访，村干

部曹召燕开口便说出了这句

话，语气颇为自豪。

“80后”的曹召燕是土生土

长的黄牛铺村人，对这里日新月

异的变化，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这个村是典型的小山村，

平均海拔 1000 多米，村民 1000

多人，耕地 1000 多亩。但是，犟

劲十足的村民，没有气馁，凭借

勤劳的双手，在党的好政策指

引下，在众多党员干部的帮助

下，走上了小康之路。

“过去一下雨，走路叫人

发愁呀！”一提起路，村民便打

开了话匣子。他们说，每逢雨天

出门，一脚稀泥半裤腿雨水，

娃娃们上学也受罪。“你看，现

在哪家门前不是水泥路？还

装上了路灯，黑天下雨都不叫

人愁。”村民刘新梅站在村路旁

说，满脸高兴的样子。

接着，村民又开始说起村

里吃水的事情。他们讲，过去大

多数人到河里取水，不方便也

不卫生，现在家家户户用上了

自来水，有些人还将水龙头直

接装在了锅灶前，方便得很。

“ 村 里 不 见 土 坯 房

了！”“不少人把砖房又重新装

修了一下！”“村里超过三分之

二的人家买了小汽车！”……

村民七嘴八舌的夸赞声，随着

徐徐的山风荡漾开来，让这个

小山村又添了几分温馨。

新时代的小山村走出了新

路子。昔日，这里只种小麦和玉

米，一年到头，村民兜里装不了

几个钱；而今，120余亩林麝饲

草基地、200多亩药材基地相

继建成，让村民尝到了新产业的

甜头。再加上当地优良的自然环

境，以及40余亩的芍药花观光

园等，形成了山村旅游热，年人

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2万元。

“我们看病也方便了！”村

民康雪晶拿着手机点开“健康

管家”App说，有了这个，头疼

脑热这些小毛病再也不用跑医

院排队挂号了，只要轻轻一点，

医生就可以在线门诊。

黄牛铺村旁，有一头牛雕

塑，看上去牛气十足，如同这个

小山村的日子。

金台区金河镇牛氏庙村 ：

144户摘掉贫困帽
本报记者 符雅琦

牛氏庙村位于金陵河

西岸，宝平公路 10 公里处，

是金台区金河镇管辖的一

个行政村。村志记载 ：“清

道光年间，因牛姓居早，村

有古庙，故名牛氏庙。”在该

村的一面村训墙上，也记载

有 ：牛氏庙因远古牛姓聚集

而为村，又以村人奉行善事

而建庙。

牛氏庙村（现与谭家

坡、仝家坡合并），辖 22个村

民小组，共 962 户 3560 人。

2020 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 144 户 438 人全部脱贫。

上一个牛年的时候，

牛氏庙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9200 元，而这个牛年即将到

来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

达到 18200 元。

这些都得益于近年来

牛氏庙村因地制宜发展特

色农业，无刺花椒、红油香

椿、油菜、大葱……为了帮

助村民鼓起腰包，牛氏庙村

打出产业致富“组合拳”，既

让村民减轻了负担，又为他

们增加了收入，日子自然越

过越红火。

牛氏庙村临近市区，区

位优势明显，因地制宜发展

现代农业，产品可以快速输

出 ；近年来市区菜价上涨，

农产品广受城里人青睐，不

愁销路还能卖上好价钱。牛

氏庙村党总支书记王海文

介绍，村上建立了金牛种养

殖专业合作社，争取到扶贫

资 金 120 余 万 元，建 起 了

300 多平方米的驴舍，现有

关中驴 15 头，种植大红袍花

椒 100 多亩、红油香椿 80 余

亩，一年下来，光合作社分

红，每户也能分三四千元。

“种植香椿是牛氏庙村的传

统，也是规模化种植香椿的

专业村。马上又到了一年香

椿上市的时节，村民又能多

一笔收入。”王海文说。

最近，绿色生态农业种

养殖基地即将建成，村上的

年轻人打算将各种无公害

农产品加工、包装、销售、配

送融为一体，建立一个无公

害农副产品生态链。村民对

这群敢想敢干的年轻人很支

持，认为年轻人有活力、有思

路，牛氏庙村未来可期。

“牛年到了，我们牛家

拐人要鼓起牛劲，发扬老黄

牛精神，把日子越过越好、越

过越牛！”春节前夕，记者慕

名来到岐山县故郡镇牛家拐

村，80 岁的村民牛开文一张

口，就“牵”出一串“牛”，引来

村民的掌声和欢笑。

牛开文在村口开了 20

年商店，对村庄的故事了如

指掌。“为啥叫牛家拐？你

看，门前这条 107 省道，就

是东乡的青化、京当去县城

的必经之路。我小的时候，

村西土壕边有个大水窖，去

县城的老路不得不在我们

这里拐个弯，牛家拐就是这

么 得 了 名。”据 了 解，牛 家

拐是故郡镇渚村其中一个

自然村，村里 60% 都姓牛。

上世纪 80 年代，牛家拐的

村民越来越多，为了便于管

理，就把牛家拐分为牛南、

牛北、牛付三个小组，但牛

姓族人分家不分心，至今对

外仍以牛家拐相称，村民有

个红白喜事也是三个小组

全部出动，就连去世后也是

同族葬在同一个地方。

一条省道穿村而过，一

条北干渠依村流淌——位于

周原腹地的牛家拐拥有得天

独厚的地理和自然条件，从

村里四通八达的道路和白墙

红瓦的民房，不难看出牛家

拐人一直以来的富庶。清晨，

村庄在薄雾中慢慢醒来，带

着些许温柔的色彩，此时，勤

快的村民早已屋里屋外地打

扫，原本宁静的村庄就显得

更加秀美。也正是因为土地

肥沃，村民勤劳，牛家拐村的

土地大都被流转作为育种小

麦基地，村民农忙时在基地

干活，其余时间大都在县城

务工，更有不少人在城里买

了房子。渚村党支部书记程

广智说，2020 年，村民人均

收入已经突破 1.6 万元，“日

子好着呢！”

新 春 走 基 层

凤县黄牛铺镇黄牛铺村 ： 

多半村民家有了小汽车
本报记者 王怀宇

村庄 
唱出幸福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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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村庄

黄牛铺村牛雕塑 黄牛铺村远景

牛氏庙村文化游园

岐山县故郡镇牛家拐村 ：

年人均收入突破1.6万元
本报记者 郑晔

陈仓区贾村镇牛家滩村 ：

告别土窑洞   住进小洋楼
本报记者 庞文渊

牛家拐村村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