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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览资讯速览》
劳动者 最美

土壤养分、肥料质量、土壤
环境监测等方面的试验比对、
研究及施肥配方新技术的推
广，这几乎是杨永春生活的全
部。从2003年开始，杨永春将
延安13个县区划片分区，长期
设立定位观测点47个，定期对
土壤养分变化、施肥变化进行
长期定位监测。

以苹果为主的绿色产业
是我市农业的支柱产业，全市
13个县区中有 8个县区在大
规模发展，果树面积超过 340
万亩。为提升果园土壤肥力，
提升果品质量，杨永春从2003
年起，开始实施“5111果园测
土配肥工程”，即在全市原 5

个苹果生产基地县选择 10个
重点乡镇 100个行政村，年监
测 1000 个土样。2007 年起，
他又实施了“8222工程”，即将
原有监测点扩大到 8 个苹果
生产基地县 20 个重点乡镇
200个行政村，年监测 2000个
土样。数年如一日，比对实
验，改进施肥配方，他探索出
符合延安实际的苹果巧施肥
技术模式和方案。

在积极引进、推广施肥新
技术方面，他参与的“钾肥推
广应用”项目，荣获陕西省农
业技术推广成果一等奖；参与
的“粮饲兼用优质高效沈单10
号玉米引进与推广”“旱作节

水技术推广”“天然有机螯合
肥的技术推广”三个项目，分
获省农技推广成果二等和三
等奖；参与“陕西北部旱地玉
米全膜双垄沟播高产高效技
术集成与推广”项目，荣获陕
西省农技推广成果一等奖。
同时，他主持完成了“延安市
苹果高效安全巧施肥技术示
范推广”项目，荣获延安市农
技推广一等奖、陕西省农技推
广二等奖；“优质高效苹果园
土壤培肥技术示范与推广”项
目，荣获省、市科学技术二等
奖。这两项技术成果填补了
延安苹果园土壤培肥与施肥
空白，促进了全市果园施肥技

术革命。2015年参与研制一
种农用机械适宜果园应用，获
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实用新型
专利。

2007年，杨永春抢抓机遇，
积极争取到了市级财政支持，
率先创建陕北第一个以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为主的化验室，
购置主要检测仪器设备70多台
（件），添置了电脑、扫描打字复
印一体机等设备，对农产品稳
步开展了农药残留、重金属残
留等多项检测，填补了延安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的空白，成
为全省首家通过“双认证”和
农产品检测机构考核复审的
市级化验室。

杨永春

今年40多岁的杨
永春现任延安市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
中心主任。在不少人
眼中，他是“专家型领
导人才”。除了单位的
职务，他还是市第四次
党代会代表，身兼省植
物营养与肥料学会常
务理事、市青年科技工
作者协会副理事长等
多种角色。

1989年7月参加
工作以来，杨永春坚守
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从
事农环监测、土壤肥料
测配研究、旱作农业综
合技术推广及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等工
作。他干一行、爱一
行、专一行，赢得了社
会各界的普遍好评，先
后获中、省、市表彰奖
励40多次，被授予“全
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陕西省先进工作者
（劳动模范）”等荣誉，
是国务院批准的享受
政府特殊津贴和陕西
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也是省市青年科技奖
获得者及我市第二批
“225”人才工程第一
层次人选。他说，他的
目标就是要让农民用
上合格放心的农产品。

从事土肥研究工作，杨永
春探索不同区域合理施肥配
方，为农民群众科学施肥提供
了指导。他先后主持、参与六
项新技术推广工作，成功破解
制约延安粮食生产、苹果产量
和质量的土壤肥力瓶颈问题，
为延安林果业、棚栽业发展作
出了突出贡献。

作为原市土肥站负责人，
杨永春多方奔走，争取上级支
持，扩建了土肥化验室、配肥车

间，购置监测采样车和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测车，监测仪器 50
多台件，监测试剂 300 多种
2000多瓶，使化验室步入了规
范化轨道。他先后选送工作人
员参加中、省轮训116人（次），
所有技术人员全部得到了培
训，使土肥化验工作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并代表陕西省先后
两次参加全国测土配方施肥实
验室能力验证，均取得优异成
绩，受到通报表扬，被批准为全

国测土配方施肥标准化验室。
如今，化验室每年平均检测土
壤、肥料、灌溉水、大气及农产
品样品达2100多个，为全市农
业主导产业发展、测土配方施
肥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在农环监测工作中，他明
确提出“围绕产业抓土肥、搞好
土肥促产业、稳步推进增创收”
的发展思路，及时对工作重点
做出调整，加大对玉米等粮食
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果园土壤

监测及施肥技术研究，加强农
产品质量监测，提高产量，提升
苹果品质，确保人民群众吃上
放心农产品。按照他提出的思
路和重点，原延安市农业监测
站（土壤环境监测站）工作年年
迈大步，先后荣获“陕西省参加
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工作先
进集体”“陕西省环保贡献奖先
进集体”，他本人则被评为“全
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工作先进
个人”。

工作是他生活的全部

养鸡原本和种植苹果是
两不相干的事，但在罗子山镇
木斗村，却出现了一件新鲜
事：果园养鸡。

“以前我在延安做管道工，
每月能拿四五千块。去年我就
回来了，和父亲一起养鸡。”木
斗村村民刘振东告诉记者。

放弃高薪，回家搞养殖，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魄力，
当问及回家养鸡的缘由，刘振
东信心满满：“在外面打工没
前途，作为农民，还是要回来，

现在养鸡业照样能挣大钱。”
据刘占锋介绍，他家承包

了村中 24亩果园，均属幼园，
在挂果前见不到效益。通过
县上的技能培训和外出考察，
他大胆决定在自家的果园里
进行散养土鸡实验。2015年
5月，刘占锋把刘振东叫回来
和他一起干。

“这三个养鸡舍就是去年
5月建的，刚开始也在实验摸
索，之后数量逐渐增加，现在
的规模已达到 340只，范围控

制在 8亩果园内，”刘振东信
心满满地告诉记者，“一只蛋
鸡一年至少能收入 100元，不
到一年时间，我们已赚了近 4
万元，去年投入的 3.5万元成
本也收回来了。”

与此同时，该村另一户村
民却利用闲置的荒山进行了又
一个大胆尝试：荒山养土鸡。

“我现在养了 1000只鸡，
白天鸡就到荒山里吃草吃虫，
公鸡能跑 300 米，蛋鸡能跑
200 米，晚上就会回到鸡棚

里，”32 岁的养鸡户刘应龙
说，“为了防治黄鼠狼偷吃鸡，
我还养了两只鹅，白天负责在
山上巡逻。”

据刘应龙介绍，荒山养鸡既
让鸡得到了锻炼，鸡吃的虫子还
有营养，所以鸡的肉质和鸡蛋特
别香，常常供不应求。自去年8
月份以来，他就赚了5万元。

在木斗村，还有一位女养
殖户呼群梅，她将别人不敢养
不愿养的野兔进行集约化养
殖，不但自己发家致富，还带

动起了周边群众养殖创业的
积极性。

呼群梅告诉记者，她在管
理养殖场的同时，还一边跑市
场打销路，现在西安人人乐超
市就在卖她的野兔肉。2015
年，她的杂交野兔养殖场就出
栏15000只，年纯收入近20万
元。呼群梅说，规模化养殖既
不破坏生态，又能提高野兔养
殖的效率和质量，也节省了人
力，也有好的效益，特别适合
农村留守妇女创业致富。

黄河岸边的一处彩
——延长县罗子山镇走产业创业之路富了一方人
陕西日报记者 白云奇 通讯员 齐祥银

延长是国定贫困县，而在该县县城向东62公里的罗子山镇，东被黄河隔断，西进路途艰难，是全市黄河
沿岸重点扶贫镇之一。对于一个拥有49个行政村17866人的乡镇，28个村子仍为贫困村，有1795户
4210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率高达23.6%，贫穷一直困扰着这里的群众。

“持续推进果菜提质增效、创新农业经营体系……”该县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写道。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罗子山镇充分利用特殊地理环境，引导和带动农民在家创业致富。近年来，

该镇正在积极建设黄河沿岸有机、绿色、安全、无公害特色农产品基地，种植红葱、红薯、辣椒、小杂粮达2万
亩，引导推广有机化、规模化养殖，已发展规模养猪场20个，支持合作社带动发展千只以上养鸡场20个，实
现畜牧业产值3.5亿元。

“我的红薯在网上能卖15
元一斤，是真正的猪肉价……
有一个北京老太太一直在网
上买我的红薯，她说我的红薯
比她之前订的澳洲红薯都好
吃。”延长火焰山红薯辣椒农
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世科
说。

4月 6日，记者在罗子山
镇火焰山村看到，李世科培育
室里的“火李湾”品牌红薯苗
长势喜人，预计今年可出栏

160万株，可供 340户贫困户
栽种。据他介绍，他的合作社
目前的土特产种植面积多达
2000亩。周边有40多个村子
的农户加盟，社员达 340 余
户。2015年，加盟的农户人
均收入上万元，而合作社年销
售总额达230余万元。

之所以有样的成绩，得益
于李世科的不断创新，引进
来、走出去。“让外面的先进技
术为我们服务，我们再提供优

质的农特产品供外面消费。”
而他所说的新东西，就是农业
科技和电商。

2013年，在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红薯专业陈悦教授的帮
助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试
验出了适合老品种红薯的种
植技术，用这新技术，红薯出
苗率翻了好几倍。李世科告
诉记者，“我们还引进了最先
进的翻耕机，覆膜机和红薯挖
掘机，这能节省大量的劳力和

时间，也提高了单位亩产量。”
近年来，在罗子山镇党委、

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该
镇黄河沿岸一带已有四十多个
村子联系好加盟延长火焰山红
薯辣椒农民专业合作社。该合
作社为农户提供种苗，指导农
户统一栽种，统一管理，包产包
销。合作社已经在西安、延安、
延长、罗子山建立起了五个直
销店。为了打通网上销售渠
道，罗子山镇政府早在2014年

就建立了政府网站，帮助农户
卖特色农产品。

“我们在网站页面内设有
罗子山镇土特产网上营业厅，
和火焰山红薯辣椒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淘宝网店相连，我们
就是要用政府的资信，帮助合
作社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实现
网上销售，让延长高品质的红
薯走向全国，带动我镇广大农
户脱贫致富。”该镇党委书记
董存斌说。

火焰山村：种植业种出了新天地

木斗村：养殖业养出了新模式

新区基地全面建成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子长县杨家园则镇获2015年
度省级重点示范镇建设先进镇

4月 20日，甘泉县桥镇乡闫家湾村的养猪户李奋
东正在添加饲料。

今年45岁的李奋东一直靠种地和打工为生，生活
一直较为艰难。2008年起，依靠政府的好政策，他开
始发展养猪产业，日子越过越好。2015年，他养殖的
500多头猪共收入20多万元，走上了致富路。

通讯员 范筱霞 摄

养猪走富路

本报讯（记者 忽弋琛）近日，延安新区开发公司
员工牛岗和其他合同期满的员工一起参加了公司举办
的考试、考察、考核。得知顺利通过“三考”的牛岗激动
地表示，能顺利通过公司的“三考”让他很高兴，这意味
着公司能和他续签合同。

据了解，此次参加新区开发公司“三考”的人员为该
公司成立以来满三年合同期的公司中层及普通员工共
69人。考评主要采取笔试、民主测评与个人述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考核领导小组通过参照员工的岗位职
责、道德品行、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及综合素质等方面因
素进行综合测评打分。为确保此次“三考”工作在“客
观、公开、公平、公正、科学”的原则下进行，公司纪检人
员对全过程进行监督并录像。“三考”工作的顺利开展，
对员工素质和现代企业管理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

新区党工委委员、开发公司董事长徐志荣表示，公
司希望通过此次考核，逐步形成公司员工考评的常态
机制，最终达到以考促培、以考促学、以考促用的目的，
提升员工队伍素质，不断完善人才队伍梯队建设，为公
司规范化管理打下坚实基础。

新区开发公司落实“三考”

岗位管理更规范
员工素质获提升

本报讯（通讯员 孙乐）近日，省政府通报表彰了
2015年度全省小城镇建设先进镇，子长县杨家园则镇
获2015年度省级重点示范镇建设先进镇称号。此前，
该镇曾先后被确定为全国重点镇、全国美丽乡村和省
级重点示范镇。

近年来，杨家园则镇狠抓新区建设和旧街改造，按
照“一廊(秀延河景观长廊)、三区(中小企业创业园区、
李家沟农业产业园区、仓储物流园区)、两组团(西部产
业组团、东部城镇组团)”的框架和“南牧、北菜、中工
商”的产业格局，近年来累计投入16.8亿元，实施项目
85个，完成了保障房2012套，建成了文体中心、中心广
场、中心幼儿园、敬老院等项目。与此同时，该镇从产
业建设入手，建成热寺湾养牛、蜜蜂峪大棚蔬菜种植、
杏家湾小瓜种植、南王家沟葡萄等六个示范基地，争取
好坪沟煤矸石、2000万吨油煤铁路运输专线、天然气
液化等项目，筹划了吴家坪至魏家岔水库休闲娱乐和
杨一村至冯家岔农业观光两条旅游线路。目前，已解
决3万人的就业问题，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本报讯（记者 李星棋 通讯员 黄少华）为促进
简政放权，实现放管结合，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打造透
明国税和公信政府机关，今年起，市国税系统实施税务
行政许可和税务行政处罚项目“双公示”制度。

“双公示”制度要求各级国税机关以法律、法规、规
章为依据，坚持“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结合

“税务行政许可事项目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
推进落实，梳理确定本级税务机关依法设立的需公示的
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事项。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或个人隐私及其他依法不予公开的事项外，都要规范、
完整、清晰、准确地向社会公开。市、县两级国税机关将
按照“谁产生、谁提供、谁负责”原则，配合同级政府，在
政府门户网站公示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

截至目前，市国税局已向市信用管理办公室报送
“双公示”项目50项，包括7项行政许可事项和43项行
政处罚事项。随后，该局还将定期向“信用延安”网站
的“双公示”专栏推送全系统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结
果，确保公示信息准确、合法、无遗漏。

市国税局落实“双公示”制度

行政项目挂上墙
群众办事更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