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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琦 崔雅） 8 月
25 日，三原县陵前镇上河村村
委会主任带领村民来到国网咸
阳供电公司三原公司，将一面
写 有“ 电 力 及 时 雨 真 情 暖 人
心”的锦旗送到公司负责人手
中，对公司及时解决村上农田
抽水用电问题表示感谢。

三原县陵前镇上河村原抽
水机井担负着上河村 1 个村组、
300 余亩农田的抽水灌溉，原配
电变压器为 100 千伏安。2023
年，当地对该村机井进行了升

级改造，机井原负责灌溉的村
组农田升级为 3 个村组、1000 亩
农田，原有配变不能满足抽水
用电需求。尤其是遇到持续高
温天气，农田抗旱抽水压力骤
增，抽水站频频出现电压低、机
井抽水动力不足等问题。

了解到此情况后，国网咸阳
供电公司三原公司按照民生用
电“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原则，
立即上报主管部门，在获得批
准完善手续的情况下，为上河
村开辟用电“绿色通道”，组织

人员第一时间现场勘查，合理
优化整改方案，为其进行增容
布点，新架设了一台 400 千伏安
配电变压器，迁改 10 千伏线路
0.4 千米，装接了低压表计，安装
了线路开关，缓解了原有配变
供电压力。

“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庄稼吃
不上水了。”上河村村委会主任
高兴地说，国网咸阳供电公司
三 原 公 司 为 他 们 村 抽 水 用 电
增 添 了“ 新 动 力 ”，注入了“新
活力”。 G

“再也不用担心庄稼吃不上水了”
本 报 讯 （王 军 锋

赵卓昱） 8 月29日，大荔
县举行“民企聚爱成溪·
情润同州桃李”捐资助
学活动。大荔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等 70 余家爱心
企 业 和 个 体 经 商 户 为
260 名即将步入大学校
门的应届学生捐款 60 余
万元。

大荔牧原农牧有限
公司以及陕西大荔三河
水利工程有限公司的负

责人作为爱心企业在发
言中纷纷表达要传播公
益理念贡献企业力量。
两位受助学生代表则分
享 各 自 学 习 的 心 路 历
程，感谢社会各界对他
们的支持和鼓励，更加
坚定努力学习、回馈社
会的决心。

据 了 解 ，大 荔 牧 原
农牧有限公司自 2016 年
进驻大荔县以来，已连
续 8 年开展爱心助学活

动 ，累 计 出 资 193.66 万
元，资助当地大学生 646
人、小学生 424 人。

近 年 来 ，大 荔 县 持
续推进“万企兴万村”行
动，以牧原公司为代表的
一批爱心企业，进一步弘
扬企业家精神，承担社
会责任，传递正能量，切
实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
盼问题，在建成大美大
荔、实现共同富裕中持
续贡献企业力量。

企业捐资助学 爱心传递温暖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欣
韦维） 7 月 16 日 至 8 月 1
日，陕西师范大学“语韵文
明，同音同行”暑期推广普
通话实践团队在甘肃省临
夏市和贵州省锦屏县深入
开展支教活动和调研活动，
以推广普通话和汉字书写
为着力点，提升当地群众的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水
平，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在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余志海和李梅老
师的带领下，实践团队分别
到临夏市城南街道和锦屏
县大公田易地扶贫搬迁社

区为孩子们教授普通话语
音 、朗 诵 、书 法 、合 唱 等 课
程，融入红色教育、中华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等 内 容 元 素 。
通过给孩子们讲课、赠送纸
板扇、同孩子们一起做手抄
报 等 方 式 ，提 高 他 们 的 兴
趣，拓宽他们的视野，增强
推 广 培 训 效 果 ，进 而 提 升
孩子们的语言文字使用能
力与表达技巧。孩子们纷
纷 表 示 自 己 也 要 做 一 名

“ 小 小 推 普 员 ”，写 好 规范
字、说好普通话，并用小作
文、小图画等形式将自己与
老师们在一起难忘的瞬间

记录下来。
其间，团队成员分别前

往几个不同社区入户走访，
对社区工作人员与当地居
民进行深度采访与问卷调
查，了解当地居民对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的应用情况以
及在普通话掌握过程中遇
到的困难。受访居民们从
家族历史与实际生活出发，
对普通话推广的影响因素
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为实践
团提供了宝贵建议。团队
成员先后前往甘肃省临夏
市南龙镇妥家村、八坊十三
巷和贵州省锦屏县生态鹅

孵化、育雏、养殖、屠宰、加
工等产业基地进行实地调
研，并与村干部和农家乐承
包商等进行深度交流，了解
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和乡村
振兴现状，深刻理解当地语
言文字的使用习俗以及普
通话在不同产业发展过程
中的作用。调研期间，实践
队成员还开展直播助农实
践活动，运用专业知识助力
当地农特产品销售。

团队成员还用镜头记录
推普者的故事，记录临夏和
锦屏的故事，形成“推普者
说”短片与支教纪录片。

陕西师范大学暑期推广普通话实践活动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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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包鼓”——产业兴旺日子红火

初秋时节，万物丰茂，行走在黄龙大地，田间地头硕
果累累。大田蔬菜、家庭农场、中药材种植比比皆是，中
蜂、食用菌、水产等特色产业琳琅满目……产业兴才能经
济强。今年以来，黄龙县大力实施生态农业，在不断巩固
提升苹果、核桃、中蜂、中药材主导产业上，引导群众发展
高山冷凉蔬菜、食用菌、大闸蟹等短平快特色产业。该县
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县域产业发展实现多点开花，增加
群众收入，切实让群众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

目前，全县以玉米为主的粮食种植有 13.76 万亩，种
植核桃 16.9 万亩、苹果 11.8 万亩、中药材 2 万亩，发展高
山冷凉蔬菜 1.2 万亩、食用菌 350 万棒，养殖中蜂 9.2 万
箱、水产养殖 500 亩。

白马滩镇神玉村村民王旺龙展示自家蜂蜜产品白马滩镇神玉村村民王旺龙展示自家蜂蜜产品。。（（资料图资料图））

黄龙乡村风景美如画黄龙乡村风景美如画。（。（资料图资料图））

“乡村美”——人居环境整治再提升

“旅游发展越来越好，游客越
来 越 多 ，村 容 村 貌 也 要 保 持 好
……”黄龙县白马滩镇神玉村村民
冯建立说。

今年，黄龙县提升人居环境，
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推动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走向常态化。该县统筹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垃圾处理和生
活污水、黑臭水体治理，全面整治
乱扔乱倒、乱堆乱放、乱搭乱建等
问 题 ；推 广 垃 圾 超 市 、兑 换 银 行 、
论 斤 卖 、红 黑 榜 等 可行管用的办
法，内外兼修，持续用力，逐步改变
群众不良生活习惯，真正保持村庄

常清洁、庭院常干净，努力推动农
村人居环境从基本达标向提质升级
迈进。

截至目前，全县清理农村生活
垃圾 166.2 吨，清理村内水塘 17 口，
开展进村入户宣传教育 302 次，开
展农村环境卫生消杀 27 次。

“人才兴”——让“新农人”成为“兴农人”

乡村振兴专员制度就是黄龙县
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乡村振兴
的典型做法。卫鑫杰是石堡镇红石
崖村的乡村振兴专干，大学毕业后
他返乡创业，挖掘当地中药材资源
优势，开发了连翘面膜、月季精油、
花椒香薰等多款产品，全面提升产
品附加值，让群众嵌在这条产业链
上增收致富。

在黄龙县 47 个行政村，每个村

都有一名像卫鑫杰一样的乡村振兴
专员。他们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倾情投身农村发展，带动当地
群众发展产业，拓宽致富路。

今年，黄龙县组建以党员领军
人才、拔尖人才、杰出人才为主的 7
支农业技术服务团队，从 47 名乡土
专家、种养能手等人群中选聘产业
发展指导员、致富带头人，定期上门
点对点、面对面、手把手指导群众，

破解制种、育苗、标准化种植等难
题。此外，围绕乡村旅游、农家乐等
开展“农家旅游”质量提升培训，全
力培养本土人才，组织带动农民投
身产业发展，建设美好家园。

下一步，黄龙县将持续加快乡
村振兴步伐，以产业带动、以人才
助推乡村振兴，拓宽农民增收致富
渠道，构建生态家园，擦亮乡村振
兴亮丽底色。 G

近年来，黄龙县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总要求，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
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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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在开展直播助农活动团队成员在开展直播助农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