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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的蟠桃熟了，有回头客
在‘朋友圈’里留了订单，我和村
支书上午把货送到了城里 ，总共
有 200 多斤。”7 月 6 日早上 5 时许，
汉中市汉台区汉王镇大兴村驻村
第一书记王佟的工作从装运蟠桃
开始。

“2019 年 6 月我申请从汉台区
委办公室到大兴村驻村工作，2020
年 8 月转任驻村第一书记。”王佟
说，“我是农村长大的，熟悉农村工

作，也喜欢和农民打交道。”
大兴村位于汉台区北部丘陵地

区，距离城区 20 公里。大兴村适宜
杂果种植，且有 30 年柑橘种植史。
从驻村开始，王佟就经常到农户家里
聊产业发展。每年他都邀请农技专
家到村里开展柑橘技术培训，激发群
众发展柑橘产业的信心。到去年底，
大兴村发展柑橘产业1600余亩。

“橘树生长周期需要 3 至 5 年
时间，但是增收项目不能间歇。”王

佟与村两委干部商量 ，加快推进
“短平快”产业，在橘园空地兼顾套
种枕头南瓜、奶油南瓜、水果玉米
等，带动群众入园务工。

如今，大兴村初步形成“三园”、
“三花”产业格局，村集体发展金秋
砂糖橘 200 亩、黄金油蟠桃 30 亩、黄
金梨和丰水梨 170 亩。每年盛开的

“三花”，桃花、李花、荷花带动旅游，
吸引游客前来踏青赏花。去年在橘
园里套种枕头南瓜、银栗南瓜 70 余
亩，辣椒 3 亩、蒜苗 5 亩、包菜 16 亩，
入园务工人数 2300 人次，发放工资
13万元，村集体增收12.5万元。

“30 亩蟠桃连续热销了 8 天，已
经全部售完。”王佟说，每年到蟠桃
的成熟季，通过微信公众号、朋友

圈和汉台区融媒体中心等平台宣
传，吸引众多客商。

绵延起伏的浅山，苍翠挺拔的
大树，葱郁碧绿的庄稼、果园，将大
兴村紧紧包围在“绿意”中，进村的
水泥路旁盛开着月季花，错落有致
的新式民居，家门口停放的私家小
轿 车 …… 这 些 都 印 证 着 大 兴 村
1070 名村民的幸福生活。

“路边的月季花真好看，广场
跳舞的人多了，垃圾也不乱丢乱放
了 ，现 在 的 日 子 是 越 过 越 红 火
……”住在安家窝小组的老党员安
平说，以前的安家窝，出行道路泥
泞，路旁杂草丛生，农户家门口柴
草乱堆乱放，垃圾随地乱扔，环境
卫生脏乱差。

2021 年，王佟与村两委将全村
环境卫生整治从安家窝组开始 。

“建农村要像农村。”王佟认为，该
保留的旧元素必须保留，村上老党
员、退休干部带头，群众积极配合，
推行“双承诺”共建“五美庭院”，让
安家窝真正成为村民的“安乐窝”。

“废砖瓦、废旧轮胎、碾子、石
磨等。这既是乡愁 ，也是农村的
魂，皆可变废为宝。”王佟介绍，他
们对废旧老物件进行了收集利用，
破旧拉拉车刷上黄漆挂在墙上，废
旧轮胎涂颜色做成装饰，废砖瓦堆
砌成道路护栏，老物件装扮成的微
景观，成为村里一道亮色。

大兴村，一幅和美乡村画卷正
在徐徐展开。

把安家窝打造成村民的“安乐窝”
本报记者 姚远

7 月 6 日，车辆行驶在的宽

阔美丽的宁强县蒲丁路上。

近年来，宁强县坚持“政府

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举全县

之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实

现了村村通路、通车、通邮的目

标，进一步提升了城乡群众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通讯员 刘炳林 黄华云 摄

路畅景美

“ 现 在 浇 地 时 间 从 原 来 的 10
天缩短到六七天 ，成本一下子就
减少了，还节约了水资源，我这 8
亩地水费用从 400 元降到 180 元。
原来要蹚泥堵口子改水 ，高腰雨
鞋是家家的必备品 ，现在路好渠
好，雨鞋都闲置了。”7 月 3 日，大
荔县苏村镇槐园村村民王武孝高
兴地说 ，以前他最头疼的就是灌
溉问题 ，因为土渠总是跑水。去

年 3 月份，大荔县在槐园村建设高
标 准 农 田 项 目 ，新 修 4 米 宽 道 路
4149.5 米，修复机井 20 眼，铺设输
水管道 9226 米。

近年来，渭南市积极开展高标
准农田建设，目前已完成 45.5 万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打造了 3000 亩～
5000 亩的“示范方”28 个，以良田筑
稳生产基石，良种赋能优质基因，
良法保障稳产稳供，良品推进提质

增效，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
造供应链“三链同构”，促进粮食产
业链条向精深加工的下游项目延
伸，实现农业提质增效，让良田变
成农民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陕西农垦大华种业作为华阴
良种繁育基地之一，今年繁育“郑
麦 1860”等 良 种 小 麦 1.5 万 亩 ，良
种繁育田预计亩产 1300 斤左右，
最高达 1500 斤左右，华阴市也成
功入选国家级小麦制种大县。“目
前，基地已有 2 家省级育种企业、2
个试验站，常年开展小麦、玉米、
大豆等育种创新、繁种、成果转化
等工作 ，搭建了现代种子产业的

基本框架。”华阴市种子工作站站
长丁卫军说，下一步，渭南市将以
华 阴 国 家 级 小 麦 制 种 大 县 为 核
心 ，以大华种业等种子生产企业
为龙头 ，加快推进品种改良创新
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 ，以良种赋
能优质基因。

今年以来，渭南市建立了由处
级领导带队、市级农技干部包镇、
县级农技干部包村的工作体系，组
织市县农技干部 2560 人，指导制定
夏粮春管方案 2000 多个。同时，制
定防灾减灾预案，出台播种、管理、
收获、收购、贮藏贯穿全过程的减
损措施，力争粮食“颗粒无损”。另

外，渭南市还以智慧托管引领技术
革命，依托各镇（街道）为农服务中
心，提供粮食全产业链“保姆”式服
务，以良法保障稳产稳供。截至目
前，渭南市已建成粮食企业标准仓
房仓容 89 万吨，培育粮食类农民合
作社 1060 家、家庭农场 656 个、大
户 2271 户，粮食全产业链产值 166
亿元。

如今的渭南，粮食连年丰收，
四季瓜果飘香 ，群众腰包越来越
鼓，村庄越来越美。村美、民富、产
业兴的宏伟愿景如同一颗颗“希望
种子”，在辽阔的秦东大地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

渭南：让良田变成农民致富“聚宝盆”
王军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