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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陕西日报社主办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本报讯 （记 者 赖雅芬） 塞
上风光美 ，驼城情意浓。为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以实
际 行 动 践 行“ 三 农 ”媒 体 人 的 初
心使命 ，讲好新时代的乡村振兴
故 事 ，6 月 26 日 ，由 中 华 全 国 农
民 报 协 会 主 办 ，陕 西 农 村 报 社 、
榆 林 市 委 宣 传 部 承 办 的 全 国 农
民 报 社 长 总 编 调 研 采 访 活 动 将

在榆林启动。
榆林是农业大市、“陕西新粮

仓”，农业资源优势突出，享有全国
马铃薯生产第三大市、全国非牧区
养羊和山羊绒产量第一大市等美
誉。不仅如此，榆林市还是国家级
杂交玉米种植基地、全国五大红枣
产区、全国小杂粮主产区、陕西省
苹果北扩腹地、陕西省三大瓜菜生

产基地……
近年来，榆林市紧紧围绕陕西

现代农业先行区、乡村振兴示范
区和全国知名现代特色优质农产
品生产基地“两区一基地”目标，
大力发展“4+X”主导特色产业，形
成 以 马 铃 薯 、山 地 苹 果 、大 漠 蔬
菜、羊子为主导，小杂粮、中药材、
肉牛等为重点的“4+X”现代农业
体系。目前 ，榆林市的现代农业
发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林业碳
汇、乡村建设等走在了全省乃至
全国前列。

本次调研采访，恰逢陕西农村
报创刊 70 周年。作为陕西省委、省
政府指导农村工作的党报，70 年

来 ，陕西农村报始终立足三秦大
地，贴近“三农”，服务“三农”；70
年来 ，陕西农村报始终与时代同
行，与三秦儿女共同描绘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的时代画卷。

在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全国
涉 农 媒 体 齐 聚 榆 林 进 行 异 地 采
访，不仅是践行“四力”、讲好新时
代“三农”故事的生动实践，更是
陕西农村报 70 年生辰的一份特殊

“贺礼”。
本 次 活 动 的 主 题 为“ 乡 村 振

兴的榆林实践”。在为期 5 天的调
研采访活动中，来自农民日报、中
国农网、南方农村报、四川农村日
报 、河 南 日 报 农 村 版 、吉 林 农 村

报、东方城乡报、山西农民报、燕赵
农村报（河北）、农村大众报（山东）
等全国 20 多家涉农媒体的社长总
编、骨干记者将进乡村、下地头，
全面了解榆林市建设陕西现代农
业先行区和乡村振兴示范区、创
建全国知名优质特色农产品生产
基地“两区一基地”的发展成就，
深 度 挖 掘 榆 阳 区 、横 山 区 、米 脂
县、佳县等地在乡村建设、产业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等方面的新
模式、新做法、新路径，用手中的
笔和镜头对榆林的乡村振兴工作
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展示，
为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营造良好
舆论氛围。

聚力乡村振兴 共话榆林实践

全国农民报社长总编调研采访活动将在榆林启动
乡村振兴的榆林实践乡村振兴的榆林实践

全国农民报社长总编调研采访活动全国农民报社长总编调研采访活动

6 月 20 日，宁强县民政局 、慈善

协 会 、羌 山 生 态 农 业 公 司 积 极 开 展

“端午节送温暖 浓情粽意暖人心”慰

问活动，为该县中心敬老院 300 余名

老人赠送粽子，并送去节日的问候。

图为宁强县爱心人士给孤寡老人赠送

粽子。

通讯员 刘炳林 摄

浓情粽意

暖人心

6 月 17 日早上，家住延安市凤
凰山下的张庆年老人和外孙站在
凤凰山顶，环视眼前绿意涌动的宝
塔山、清凉山和远处的杨家岭，感
慨地对外孙说：“多年前可不是这
么个样……”

从 吹 响 绿 色 冲 锋 号 ，到 造 林
2300 余万亩，延安用 24 年时间，再
造了一个秀美山川。

“ 人 不 负 青 山 ，青 山 定 不 负
人。”如今，脆弱的生态环境得到根
本性改善，满目苍翠的黄土地到处

涌动着绿意，老百姓享受到越来越
多的生态红利，“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在延安有了“生动注脚”

1999年，延安市积极响应党中央
和国务院号召，开始了一场波澜壮阔
的“绿色革命”。24年来，延安市累计
营造林2355万亩。截至目前，森林覆
盖率达 48.07%，较 1998 年提高近 15
个百分点，植被覆盖度由 46.1%升至
81.3%，山川大地到处绿意盎然。

近年来，延安市始终致力于生
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大力

推进林业生态建设，不仅使 80%以
上的农民享受到退耕还林补助、生
态效益补偿，而且促进了广大农民
由倒山种地、广种薄收的传统生产
方式向精耕细作、产业化经营的现
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

如今，大棚蔬菜、山地苹果、舍
饲养殖等农村产业蓬勃发展，占到
群众收入的 60%以上，红枣、核桃、
花椒等干果经济林和中药材、食用
菌、中蜂养殖等林下经济稳步发展，
森林乡村、康养基地等森林生态旅
游新业态正在兴起。目前，全市实
施干杂果低产园改造和标准示范园
建设 1.5 万亩，种植中药材 3.23 万
亩，中蜂养殖累计达 17.93 万箱，从
事林下经济种养殖业群众达 6237

户，群众实现增产增收。
守护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不

仅是守住大地的“被子”、农民的“票
子”，也是守住大自然共同的家园。

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渐好转，延
安 的 生 物 多 样 性 明 显 恢 复 。 目
前 ，延安境内现有陆生野生动物
264 种、种子植物 1478 种，其中国
家Ⅰ级保护野生动物 12 种、Ⅱ级
25 种、省级 13 种。子午岭林区国
家 I 级保护野生动物华北豹数量
增至 110 多只，是迄今全国已知华
北豹野生种群最为密集的区域 ，
褐马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褐马
鸡种群数量增至 2800 多只，且种
群范围在持续扩张。

去年，延安市完成营造林 154.7

万亩，“三化一片林”森林村庄建设
17 个，义务植树 811.7 万株。

林长制是推进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有效举措。延安市按照有
名、有实、有责、有效“四有”要求，
全面建立“市县乡村”林长制体系，
设立“四级”林长 8235 名，竖立林长
公示牌 1905 块，选聘生态护林员
3372 人 ，实 现 了 4457.37 万 亩 生 态
空间网格化管理全覆盖。

延安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占金表示，2023 年，延安市将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打
好生态牌，走好绿色路，围绕建设
美丽延安，当好生态卫士，让绿色
成 为 延 安 高 质 量 发 展 最 鲜 明 的

“底色”。

延安：绿意涌动黄土地
本报记者 杨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