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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山县故郡镇引导群众发展特色产业——

种大棚西瓜  过甜蜜日子
本报讯 最近，在岐山县故郡镇杜家村

的 1100 多座大棚里，工人们忙着给瓜苗浇

水、移栽，给瓜秧掐尖 ( 见左图）。今年该镇

共种植大棚西瓜千余亩，带动周边 800 多

名村民就近就业。

“我们采用分批次种植模式，从每年 6

月开始，麒麟西瓜陆续成熟，一直持续到 8

月底。”杜家村厚德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杜晓龙说，他们合作社流转了

570 亩地种植麒麟西瓜，这种西瓜的优势

是皮薄、汁多、糖分高、口感好，已经是第三

年种植了。往年来地头收购麒麟西瓜的车

辆络绎不绝，完全不愁销路，主要销往广

州、北京等地。按一亩地产 4000 公斤、每公

斤 4元来算，收益十分可观。

据故郡镇党委副书记蔡恒介绍，故郡

镇依托当地自然资源和大棚西瓜种植的传

统优势，在杜家村、普庵村、西塬村连片发

展大棚西瓜种植产业，全镇种植面积达千

余亩，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振兴。

 （温瑶瑶）

金台区：

143家企业线上揽人才
本 报 讯 “我们公司招聘

车工、销售、外贸业务员共 18

人。”“薪资待遇如何？”日前，金

台区举行 2022 年复工复产暨工

业园区直播带岗网络视频招聘

会，143 家用工单位招聘负责人

在线发布企业招工需求，直播间

评论区不断刷新，线上线下互动

热烈。 

本次招聘活动期间举行直

播带岗、“一对一”实时在线视频

招聘、就业政策宣传等多项活

动，共有 143 家单位参加线上招

聘，涵盖教育、运输、服装等多个

行业，为有求职需求的失业人

员、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农村富

余劳动力等重点就业群体提供

就业岗位 4100 余个。金台区劳

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韩广锋介

绍，招聘活动聚焦复工复产，同

步在金台云就业平台窗口设置

了龙源工业园、金河工业园、东

岭CCBD 用工企业、大学生见

习 4 个专区，利用线上招聘远程

面试、直播带岗等方式为用工单

位、求职个人提供全程服务。当

天，开展活动的多个平台观看量

达 1.5 万人次，有 860 人达成初

步就业意向。

   本报记者 李依涵

市区西六路月底通车
本报讯 4 月 17 日，记者在市区

西六路打通断头路施工现场了解到，

该工程从去年底开工以来，施工方克

服疫情造成的不利影响，投入比平日

多 3 倍的人力、机械，想方设法加快施

工进度，目前工程已接近尾声，月底将

通车。

西六路全长 500 多米，道路狭窄，

两端及两侧附近的大型企业、医院、居

民区、学校较多，人口密集。由于历史

原因，这条道路的中间偏西部位被一

个家属院隔断，形成断头路，给群众的

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从去年底开

始，渭滨区组织实施打通工程，把家属

院围墙拆掉，对原道路取直加宽，并架

设一座桥梁。

当日，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道路

已经打通，西六路西端连接川陕路西

段，直通连霍高速公路神农出入口。

施工现场负责人介绍，受 3 月疫情影

响，施工暂停了半

个月，为了不影

响按计划通车，

近日投入了比

平日多 3 倍的人

力和机械施工。目

前正在铺设人行道地砖，之后在水泥

路面上铺设两层沥青，主要工程就会

完工。

“打通后近多了，川陕路和清姜路

之间来往太方便了！”附近居民陈乖

文说，自从工程开建后，他经常在附近

散步，眼看着快通车了，他非常高兴。

本报记者 马庆昆

宝鸡植物园：

回应群众来信  安装十个坐凳

本报讯 “没想到这么快就

装了坐凳，这下我们方便了，太

感谢了！”4月 18 日上午，市民

李女士和朋友来到宝鸡植物园，

对工作人员积极回应群众诉求、

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表示感谢。

原来，上个月，宝鸡植物园

收到群众来信称，很多健身爱好

者每天都要来植物园锻炼，但

园内的十二生肖广场没有安装

坐凳，不方便他们休息和放置

物品，希望园内能解决这一问

题。得知这一情况后，工作人员

走访询问了多位健身爱好者，了

解到这一情况属实。前几天，园

容治安科和工程建设科及时定

做了 10 个坐凳，第一时间将坐

凳安装在十二生肖广场，让前来

锻炼的市民可以放置物品和休

息。看到崭新的坐凳安装在园内

后，李女士和健身爱好者们非常

高兴，纷纷夸赞工作人员能及时

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于是出现了

本文开头的一幕。

               （石宝军）

百姓
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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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城市咱的家

乡村振兴进行时

凤县唐藏镇曹家庄村：

美化环境挣积分
积分能换日用品

本报讯 “我响应村上美化

环境的号召，用自己参与美化村

庄行动挣到的积分，兑换了一袋

食盐和一支牙刷。村上这个措施

好，以后我们要更加爱护村庄环

境。”4 月 17 日，在凤县唐藏镇

曹家庄村，村民王保珍在村上的

爱心超市说。

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

快建设美丽宜居宜业乡村，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

务。为充分调动村民参与人居环

境整治的积极性，唐藏镇曹家庄

村 4 月初建立起积分兑换奖励

机制后，动员村民对房前屋后环

境进行整治，然后由村上统一进

行打分，达到一定积分便可兑

换生活用品。措施一经公布，村

民们便积极整治房前屋后乱堆

乱放的柴火、砖块等杂物，有些

村民还自发地对村组道路两侧

和田间地头的垃圾进行清扫、移

除，参与村上的除草种花行动。

村党支部书记陈军表示，这一奖

励举措得到了村民的积极响应，

让村庄美起来已经成为大家的

共同追求。  

                   （杨曙斌 黄胤）

提起陈仓区赤沙镇西一村的张

满海，别说在赤沙镇，就是整个西山

地区的花椒栽植户也都家喻户晓。

今年 65 岁的张满海，是前几年

被合并到西一村的原放马沟村的老

支书。30 年前他就带领村民种植花

椒，喜欢钻研栽植技术，成为远近闻

名的花椒树“医生”和“土专家”，不

管谁家的花椒树生了病来请教，他

都有求必应。

张满海说，开始种植时大家不

会施肥、不会修剪、不懂技术，花椒

树容易死、生病虫害、产量低，大家

束手无策。1997 年张满海担任村委

会主任后，多次请农技站专家来到

田间地头，给村民讲课，栽植花椒树

才走上正轨。张满海在听专家讲课

时细心琢磨，认真研究栽植技术、防

治病虫害办法，掌握的技术也就越

来越多，他家的花椒树在全村作务

得最好，但张满海说，自家的花椒栽

得好不行，还要指导大家把花椒都

务好。2016 年，张满海家 4 亩花椒

收入 8 万多元。当年全村卖花椒收

入 600 多万元，仅此一项，全村人均

收入 10000 多元。

慢慢地，十里八乡请他帮忙的、

到田间指导的也越来越多，张满海

成为大家公认的“土专家”“技术大

拿”。西冯村的姚志强家花椒树出现

早期落叶，经张满海指点后治愈。邻

村东一村、远一点的贾村镇等地方的

椒农，也经常请张满海前去传经送

宝。“只要走在路上碰到，就有人向我

请教，什么时候打啥药？用量多少？

修剪椒树有啥好办法？只要我会，不

管是哪个村的我都教。”张满海说。

到了花椒树修剪季节，张满海除

了收拾自家的花椒树，还要给别人家

义务帮忙，一天到晚连喝杯茶的时间

也没有。村民张林代一家在新疆务

工，三年时间，他家里的七八亩花椒

树都由张满海帮忙修剪 ；村民张科

两口 70 多岁了，孩子智力障碍，家里

的五六亩花椒树连续五年都请张满

海照料 ；张满海自己花高价买无刺

花椒树枝条嫁接，嫁接成功后，第二

年，他剪了枝条送给村民张冬生、张

来成家嫁接，分文不收……

“张满海是一位老支书、老党

员，带领村民在全镇最早栽植花椒，

他的花椒管理、治疗病虫害技术全

镇有名。他特别有爱心，威信高，对

于想学技术的村民毫无保留，是群

众的致富带头人。”西一村第一书记

吕冰心说。

放马沟的花椒树医生
本报记者 马庆昆

村民协力清除路旁杂草

工人正在加紧施工

张满海给村民讲花椒树修剪技巧

坐凳方便了锻炼的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