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0日，延川县公安局组织党员民警代表赴照
金纪念馆参观学习。

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是刘志丹、习仲勋、谢子长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西北创立的第一个山区革
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这
里，大家了解了革命先驱在根据地艰苦奋斗的光荣历
史，重温了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了宗旨意识和忠诚履
职的决心。 通讯员 李保卫 摄

感受荣光

杨阳：手执画笔绘梦想
本报记者 高瑞

杨阳是一个 80 后的阳光
大男孩，当过服务员，干过抽油
工，最后决定重拾爱好，拿起画
笔创办了书画培训中心。他
说，自己的梦想是创办我市最
具国学特色的培训机构。

近日，记者来到志丹县杨
阳的书画培训中心。小小的单
元楼“宿办合一”，里面的卧室
用来住人，20多平方米的客厅
摆放着两张大桌子，这就是孩
子们的书桌。客厅里的墙上，
挂满了杨阳的作品，有书法作
品，也有人物肖像和风景画。

杨阳生于志丹县保安镇，
今年 28岁，2006年毕业于延安
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他因
为找工作四处碰壁，内心十分
迷茫。这期间，他曾在延安的
娱乐服务行业当过服务员、主
管，也在定边当过抽油工、转油
站站长、企业文化负责人等。

“既然学了美术专业，就应
该对得起这双拿画笔的手。
2009年，我回到志丹，经过市场
调研后发现，县上几乎没有书
画培训机构，就和同学一起合
办了一个书画培训中心。”杨阳
对记者说。

2009 年年底，培训中心开

始招生，杨阳才发现创业远比
想象中难很多。杨阳和同学就
在学校门口、广场周围和小区
发传单。半个多月过去了，宣
传效果却并不好，偶尔有打电
话来咨询的，但却没有报名培
训的。三个月过去了，他们只
招来 1个学生，虽然只有 1个，
但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此后，
他每天在广场上人群聚集的地
方现场作画，让大家来观看，借
此宣传自己的培训班。

那时候，杨阳一边开办培
训班，一边还在定边采油厂当
抽油工。说起在采油厂上班
的日子，杨阳记忆犹新。他
说：“上班的地方很偏远，除了
每个周三队长过来送些食材
外，几乎见不到其他人。我曾
经 40 天都没有见过一个外
人。”干了一段时间后，杨阳开
始在转油站当站长。“那时候
比较清闲，没事的时候我就从
路边捡来石头，在地上画画，
一画就是一两个小时。有一
次画画的时候，被作业区领导
看到了，就让我在联合站负责
基层文化建设。”

2012年，因为同学要转行，
杨阳便辞去了采油厂的工作，

开始正式接手书画培训中
心。当时，培训班只有十几个
学生。

杨阳认真负责，很快得到
了很多家长的认可，培训班的
学生也越来越多。由于场地有

限，学生只能保持在 30 个左
右。杨阳说，他已经向志丹县
就业局申请了 8 万元小额贷
款，贷款下来后打算把书画中
心的规模扩大到 300平方米左
右。

说起书画培训中心的前
景，杨阳自信地说：“我在不断
加强自身业务素质的同时，也
要求自己对学生负责。我对自
己的事业很有信心，以后我还
打算开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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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庆文（右）为鸡准备饮用水

乔庆文：大学生当起“鸡司令”
通讯员 窦可军

11月 19日，黄土高原寒风瑟瑟，但在延长县
罗子山镇桐居行政村，县新农办主任白文科带领
的精准扶贫工作队正干得热火朝天，他们计划两
天内帮村里安装完26盏太阳能路灯。

“真好，现在我家门口也安上太阳能路灯了，
晚上照得全村都亮堂堂的。”62岁的刘德旭老汉
告诉笔者，“我和老伴有养老保险和低保，现在家
里的 5亩苹果也已经挂果。有新农办的帮扶，我
们今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红火。”

今年年初，白文科带领着单位的精准扶贫工
作队入村开展帮扶工作，到现在已经进村入户
300余次。每一次进村，他们都要驱车64公里。

帮扶工作开展之前，白文科对村情进行了细
致了解，发现桐居村每家都有果树，而且面积大，
但管理技术落后。为减轻村民负担，白文科和包
扶干部先后为贫困群众发放了 1.2万元的果树拉
枝绳、化肥等物资，还聘请县果业局的技术员多次
到村上进行果树管理培训，帮贫困群众掌握管理
技术，提高他们的产业收入。此外，他还带领扶贫
工作队先后投资130多万元，拓宽平整了6条生产
路，维修了党教室、广场、沟底水井，配套了办公设
施及健身器材，绿化美化了周边环境。现在，他又
忙着给村里安装太阳能路灯，为村民夜间出行提
供方便。

如今，桐居村不但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贫困
群众也有了支柱产业，全村果园面积达 660 亩，
人均果园面积达到 3 亩，今年苹果总收入将达
155万元，人均纯收入将达到 5512元。“现在正装
车的是我家的 28袋残次果，一袋 15元。”在家门
口忙着卖苹果的 49岁的刘德贤乐呵呵地说，“我
家 4 口人有 3 亩果园，前几天刚卖了 330 箱优质
果和 71箱中等果，仅苹果一项我家就能收入 1.4
万元。”

村支部书记刘德世介绍，桐居村不久前刚通
过该县脱贫初次验收，顺利完成了今年32户62人
脱贫任务。

对吴起县金佛坪村山榆树台
组袁雪峰来说，今年可是个丰收
年。而让他家脱贫致富的产业就
是洋姜。

驻村第一书记赵志强说：“明
年我们将在寺蒿洼、新庄沟等山
地村组种植1000亩洋姜，形成规
模种植，打造出‘金佛坪老袁家洋
姜’品牌，让村民们都能过上好光
景。”

此前，袁雪峰因家庭结构特

殊，且缺乏致富产业，生活过得
很贫困。赵志强被下派到该村
任第一书记后，根据老袁家的土
地条件和家庭劳力构成情况，瞄
准县城蔬菜市场的大好良机，为
他家选择了劳动强度小、见效
快、亩产高且适宜坡地种植的洋
姜产业。

起初，袁雪峰只是抱着试试
的心态，在自家房前屋后的山坡
洼地种植了 10亩洋姜。没想到

洋姜的平均亩产竟高达 2500 公
斤，每公斤至少可卖 2元。一年
下来，老袁家的洋姜就收入了 5
万余元。老袁逢人便高兴地说：

“还是赵书记他们这些年轻人的
思路清、点子多，种洋姜一下子就
让我家翻了个身！”

像袁雪峰家一样，金佛坪村
还有很多贫困户因为种植了洋
姜，生产生活条件逐步得到了改
善。

在今年的第 23 届杨凌农高
会上，赵志强特意把该村的洋姜
带到了农高会上。村里的洋姜以
其个大、质密、兼具食用药用功效
受到各地客商的青睐，和甘肃白
银洋姜加工厂达成初步订购意
向。

如今，在金佛坪村规划的
“四个千亩”产业示范带的种植
上，洋姜赫然在列。用赵志强的
话来说，今后要在该村形成以马

湾香瓜为龙头，带动马湾、道庙、
陈湾、刘沟门、土河院五个川地
组发展棚栽香瓜 1000 亩，寺蒿
洼、新庄沟等山地村发展坡地洋
姜种植 1000亩，阳平、土河院等
附近山坡梯田种植山地苹果
1000亩，沿洛河沿岸的城郊村组
川台地发展棚栽蔬菜业 1000
亩，形成川地瓜菜、山地洋姜、梯
田苹果的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新
格局。

洋姜种出好光景
通讯员 康彦创

背上行囊，是过客，放下包
袱，就找了故乡。2007年，黄龙
县崾崄乡青年乔庆文放弃了西
安工作的优厚待遇，毅然返乡
创业，办起了土鸡和野山鸡养
殖场。如今，他的养殖场年收
入达 75万元，还带动乡邻共同
发展肉鸡养殖，走上了共同致
富的道路。

今年 32岁的乔庆文，是一
个头脑灵活、为人热情、积极上
进的青年。大学毕业后，他希
望能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为家乡
作点贡献，便谢绝了西安老板
的挽留，扛起行囊返乡创业。

2008 年 4 月，乔庆文创办
了黄龙县珍禽养殖场；2012年，
他又创办了黄龙县东沟塬土鸡
繁育与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从事土鸡和野鸡的养殖和技术
推广。目前，合作社存栏的土
鸡和野鸡已达到 4万只。在发
展养鸡产业的同时，他还种植
有机苹果 1000 亩，有机核桃
1500亩。

2013 年，他参加陕西省农

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培训；2015
年，担任延安市青年商会第三
届理事会理事；2015年，担任延
安市青年联合会第四届委员会
委员、陕西省首届职业农民技
能大赛延安代表选手。

这些成绩的背后，是不为
人知的艰辛和汗水。创业初
期，乔庆文遭到了父母和亲朋
好友的反对，大家不理解他，甚
至有人说他头脑有问题，放着
高薪的工作不要，回来当什么

“鸡司令”。但乔庆文的想法却
异常坚定，他说服了父母，向他
们借了 3 万元，就在自家的承
包地上建了 4个养鸡大棚。他
懂技术、善钻研，当年就获利15
万元。消息不胫而走，不久，邻
近的村民都纷纷到他的养鸡场
参观学习，向他讨教养鸡的经
验和技术。

致富不忘众乡邻。他总
说：“自己一个人富不算富，能帮
助众乡邻共同致富，才是我当
初返乡创业的最大心愿。”为了
让乡邻尽快走上养鸡的致富

路，他招收了4名农民帮自己照
看养殖场，自己则抽出更多时
间帮助众乡邻。他对求技的村
民有求必应，常常上门为他们
选场址、建大棚，无偿传授技术。

为了更好地带动乡邻致
富，2013年7月，乔庆文又拿出
17万元，注册成立了资产总额
达 85 万元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合作社设有生活区、饲料
加工区、孵化区、育雏区、养殖
区、消毒防疫区，有电脑孵化
机两台、储藏产品冷库一间、
全自动大型粉碎机一台，青鸡
活动场地，成鸡休息、产蛋和

活动场地一应俱全，目前已发
展成员 78 人。为帮助大家发
展养殖，他将自己合作社孵化
的鸡苗发给成员养殖，到可以
出售的时候，再以高于市场的
价格收购成员的土鸡和土鸡
蛋，扣除鸡苗成本，前期不收
任何费用，合作社统一包装、
统一出售。

2014年，“东沟塬”牌土鸡
蛋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
定，并颁发证书。2015年，合作
社为成员提供土鸡苗和野鸡苗
8万余只，为成员出售商品鸡 5
万余只，出售土鸡蛋和野鸡蛋

78万枚，总收入达 105余万元，
合作社成员每人平均增收 2.2
万元。预计今年，合作社可为
成员提供土鸡苗和野鸡苗 10
万余只，总收入将达 120 余万
元，合作社成员每人将平均增
收2.4万元。

有耕耘就有收获。由于乔
庆文在养鸡专业发展过程中贡
献突出，2014年 9月，他被共青
团黄龙县委评为“黄龙好青
年”；2014年 12月，荣获延安市
首届青年创业电视大赛优秀
奖；2016年，被共青团黄龙县委
评为“青年创业先锋”。

“自己
富不算富，能帮助众

乡邻共同致富，才是我当
初返乡创业的最大心愿。”如
今，乔庆文正朝着自己的

梦想一步步迈进。

本报讯（通讯员 康彦创）近日，吴起县图书
馆“文化扶贫送书下乡”活动走进长城镇长城村党
支部，为该村送去养殖、蔬菜种植、养生保健、脱贫
攻坚典型事迹图书资料 100余册，并为贫困群众
赠送了保温杯、便利袋等生活用品。

据了解，“文化扶贫送书活动”是该县一项重
要的文化惠民举措，不仅满足了群众的精神文化
需求，而且为农户的日常种植、养殖等提供了技术
指导和信息保障，受到了当地农民群众的一致好
评。

活动中，县图书馆表示，近期他们将再次采购
有关农业、农村问题的文献资料，为长城村提供资
源信息，树立村民靠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发家致
富的意识。

长城村村支部书记刘怀平说：“‘文化扶贫送
书下乡’活动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更
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拓宽了我们的信息接收渠道，
让我们更准确地了解市场，也让我们在发展产业
上有了技术保障。”

“文化扶贫”进乡村
产业发展有保障

精准扶贫到我家

● 扶贫工作队安装太阳能路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