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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山区北庄村
“三变”造出“鱼米乡”

横山区党岔镇北庄村位于横山区东部、无定河西岸，村

内“定惠渠”“响惠渠”两条灌溉渠道穿村而过，河川内土

地平整，水源丰富，村民主要以种植水稻为主。近年来由于

土地盐碱化严重，种植成本高等原因，北庄村三千多亩优质

良田逐渐撂荒，风光一时的“陕北鱼米之乡”变成了盐碱荒

滩。面对困境，北庄村充分发掘独特资源优势，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推行“三变”改革，打造集

现代种养殖业、观光体验农业等为一体的集体经济，致力于

建设美丽乡村，趟出了一条独特的振兴之路。

1.党建引领—— “支部引领、党员带头、贫困户跟进、

一般户参与”

为了谋发展，谋振兴，从 2016 年开始，北庄村党支部先

后进行多次考察、调研、论证，村“两委”也先后召开班子

和村民会议 40 多次，集体谋划全村发展思路，最终决定采取

“资金跟着穷人走、能人带着穷人富”的措施，让全村走规

模经营农业的现代化路子。

2017 年初，在村“两委”班子带领、部分党员带头下，

北庄村成立了“榆林市横山区业雄农林牧专业合作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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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为单位，每户为一股，每股交纳股金 2.5 万元，带动包括

16 户贫困户在内的 40 户村民参股，共筹集资金 100 万元。合

作社正式启动运行，“支部引领、党员带头、贫困户跟进、

一般户参与”的发展模式初具雏形。

当年底，40 户股东每户获得分红 1 万元、大米 210 斤。

合作社累计支付受雇从事田间管理的村民工资 44.5 万元，其

中，贫困户工资 13.4 万元。“我流转了 3 亩多土地，光年底

分红就领到了 1 万元，算上我一年在合作社打工挣的 2 万多，

一年就收入了三万。”北庄村村民刘增义笑着说，原本是贫

困户的他，如今早已经脱贫，现在日子过得蒸蒸日上。

2.推行“三变”——“小康路上全村一个都不能少”

业雄农林牧专业合作社的成功，给北庄村村民吃了一颗

定心丸。为了壮大村集体经济，让全村人在”小康路上一个

都不能少”，北庄村大力推行“三变”改革，将原来的“榆

林市横山区业雄农林牧专业合作社”转变成为以村集体牵头

的“榆林市横山区党岔镇北庄村经济合作社”，仍然以户为

单位，将全村所有农户全部纳入合作社，每股缴纳股金 5000

元，共筹集股金 207 万元，新流转水浇地 1479.5 亩，用于扩

大水稻种植面积。

同时，合作社在股金筹集方面设置了成员股、资金股、

耕地股、扶贫股等，其中，扶贫股属于动态股，即在集体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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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红利的 30％中，再拿出 10％扶持给贫困户，当贫困户脱

贫后，其所有的扶贫资金自动收回到合作社，用于新识别的

贫困户或者纳入公积金。此外，北庄村还将充分发挥水稻种

植优势，以市场为导向，通过打造“党岔无公害大米”品牌，

促进农业向现代化、生产经营规模化发展。

“村民变股民，改变了以往‘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分散

状态，集体的利益关乎自身的收益，充分激发了他们的‘主

人翁’意识和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北庄村村支书陈登业

说。

3.振兴乡村——“推进宽幅梯田和美丽乡村建设”

北庄村总耕地面积有 6900 亩，其中山地就有 3900 亩，

过去，全村都处于“一头黄牛三个人，劳累一天种三亩，天

不下雨无收成”的状态。为此，北庄村结合村情实际，在荒

山秃洼和坡旱地进行土地整理，建设高标准宽幅梯田 1500 余

亩，让老百姓的荒地变良田，赢得了全村老百姓的一致支持

和参与，周边村组从北庄模式中受到了启发，也相继启动了

推山治地工程。

“我们将积极地引导和鼓励村民，在宽幅梯田上因地制

宜种植山地药材、大明绿豆、香谷米等有机杂粮；栽种优良

山地苹果、核桃等经济林；计划将山上的 1000 多亩林地用围

栏分片圈起来养殖土鸡、乌鸡等，发展绿色养殖业。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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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资源优势，促使农民腰包鼓起来。”北庄村村主任张天雄

说。

同时，北庄村还不断规范村内建设，绿化村内环境，致

力于建设一个整洁宜居的美丽新农村。2018 年，村上总投资

3259 万元，用以入户道路、环境卫生整治、农户院落改造自

来水工程、亮化工程、老年幸福院等诸多方面建设。“今年，

我们还将投资 8000 多万元，用以建设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

场、屠宰场、大棚等多个项目，用以加大农村村容村貌改造

力度，建设美丽乡村。”带片干部王博说。

勤劳致富光荣 自主脱贫可贵
——绥德贫困户的脱贫致富故事

“勤劳致富最光荣”。脱贫攻坚开展以来，绥德县在深

入落实就业、医疗、社保、产业扶贫等各项精准扶贫帮扶措

施的同时，积极引导群众树立自力更生、勤劳致富、脱贫光

荣的思想观念，激发贫困户脱贫主动性，提升他们自我发展

的能力。当下，由“要我脱贫”转变为“我要脱贫”正在成

为全县一种新的社会风尚。

绥德县的很多贫困户，在脱贫致富道路上敢想、敢干、

敢拼，凭自己的韧劲和不言弃精神，树起一面面脱贫致富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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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旗，获得了当地群众的称赞和认可。近日，本报记者走进

绥德县 4 名脱贫户和贫困户的生活中，挖掘他们自强不息、

不等不靠、勤劳致富的正能量，讲述他们依靠双手创造美好

生活的奋斗故事。

白家硷镇高家渠村脱贫户高海平：

贫困户“蝶变”致富能手

高海平（右）为农户讲授种植技术

“育好苗是香瓜增产增收的前提保障，首先要将种子用

温水浸泡，然后再配以一定比例的高锰酸钾，将种子携带的

病菌害除掉……”5 月 24 日上午 9 时许，雨后的白家硷镇高

家渠村阳光明媚，一位“农业专家”正在新建大棚里耐心地

为村里的几个农户讲授芝麻蜜香瓜种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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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农业专家”叫高海平，今年 54 岁，是“陕西省蔬菜

技术能手”“榆林市有突出贡献专家”“第十二届国家级新

农村科技带头人”和县“科技示范户”，他凭借着一套独特

的芝麻蜜香瓜种植管理技术，被称为“绥德瓜王”。然而，

这位当地人眼中的“农业专家”，2000 年以前没有干过一天

农活，他当过教师，也曾因生活窘迫被列为贫困户，这一系

列身份的转变，得从 20 多年前说起。

1999 年，高海平失业了，不幸的是他的妻子因患肾衰竭

离世，接二连三的打击一度让他陷入无底深渊。但他并没有

向命运低头，此后，没有了收入来源的高海平，先后到神木、

榆阳区打工挣钱，供两个女儿上学。

2000 年，绥德县扶持农民发展日光温室大棚，高海平积

极报名并筹资修建了一个大棚，从此投身到设施蔬菜瓜果种

植行列。此前从未种过地的他，边学书本边种地，试着摸索

种植黄瓜、西红柿、辣椒等大棚蔬菜，但都效益一般。有一

次，在为农作物喷药的过程中，由于药物配置管理不当，导

致当年整棚作物几乎绝收。面对失败，他没有气馁，认真总

结经验教训，查找问题所在，外出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进行

学习，经过长时间的刻苦学习钻研和实践，高海平精通了普

通反季节蔬菜的科学种植技术，并逐渐成为了技术过硬的设

施农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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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种植知识和经验的不断积累，高海平开始引进技术

含量、附加值更高的芝麻蜜香瓜。通过采用无土有机质栽培

和水肥一体等技术，使香瓜口感更佳、瓜形更好。同时，他

积极探索新技术、新方法，解决了香瓜多年重茬、连茬、土

壤疾病等引起的口感、品质、产量下降问题，并总结出一套

从育苗到定植栽培、施肥、坐果等完整技术。

功夫不负有心人，高海平种植的香瓜创造了单棚产量

1000 多斤的纪录，也帮助他实现了由贫困户到致富能手的“华

丽转身”。

尝过贫穷之苦的高海平，致富不忘桑梓情。为了让更多

农民掌握种植芝麻蜜香瓜、治理病虫害技术，他将自己总结

出的经验和做法编写成册发放到瓜农手中；只要村民找他学

种植技术，他都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一一尽力解答；他先

后到吴堡、佳县、清涧等地开展培训，手把手传授种植经验。

几年来，他先后为 300 多户农民提供技术服务指导。

去年，高海平成立了种植合作社，办起了镇级电商服务

站，并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吸纳当地贫困户加入，尽自己的努

力带领贫困户脱贫致富奔小康。“即便生活给予我们苦难、

失败和挫折，但这都是人生的一部分，只要坚定生活信心、

不懈奋斗，梦想总有一天会实现。”高海平颇有感触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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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角镇景家沟村脱贫户景维银：

“靠自己脱贫，心里踏实脸上光彩”

景维银给猪喂食

每天早上 6 点刚过，景维银就早早起床，到自己的猪舍

里开启了忙碌的一天，打扫猪圈、给猪喂水喂食……打理好

一切后再到地里务农，日子过得有序而充实。“今年一年下

来估计可出栏 40 多头猪，除去养殖成本，一头猪能净赚 1000

元左右。”看着猪圈里的猪崽一天天茁壮成长，景维银的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

景维银是中角镇景家沟村一个普通农民，因病致贫，在

精准扶贫政策扶持下，他发展起了养猪产业，凭着一股不怕

苦、不怕累的干劲，2017 年，实现纯收入 3 万元，顺利实现

了脱贫梦。“靠自己脱贫，心里踏实脸上光彩。”景维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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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维银以种地为生，在工地上干过苦力，也养过少量猪

和牛，日子过得拮据。几年前，他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无

法再干重体力活，妻子闫翠兰也身患糖尿病、高血压等，虽

然老两口勤快能吃苦，但仅靠种庄稼挣来的钱已无法维持生

活和看病花销，陷入了贫困。2015 年，景维银被村里确定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

为了帮助景维银一家摆脱贫困，镇村帮扶干部多次到他

家了解具体情况，探讨脱贫思路和办法。在交流中，帮扶干

部发现，景维银脱贫愿望强烈，脱贫的决心和信心大，在得

知他过去养过猪，且有一定的养殖经验，就鼓励其发展养猪

产业。

有了党和政府作“后盾”，景维银干劲十足。2015 年底，

他利用县扶贫资金补助的 5000 元，买了 10 个猪崽和大量的

玉米。此后，景维银每天起早贪黑，一心扑在养猪上，在他

的精心饲养下，生猪个个膘肥体壮。同时，他特别重视养猪

的环境卫生，每天仅打扫猪圈就得花去一个多小时，因此猪

舍里从未发生过疫情。在景维银的不懈努力下，现在每年可

稳定出栏 30 多头猪。

在饲养过程中，景维银一直坚持传统的纯粮食喂养方式，

用玉米、黑豆等磨成麸子来喂猪，不添加任何饲料和添加剂。

“饲料猪最快 4 个月就可以出栏，但用纯粮食喂养则需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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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几十头猪每天要吃大量食物，自己地里种的粮食远远

不够，还得花钱买。”景维银说，为了保证粮食喂养供给，

每年他还要收购 3 万多斤玉米。由于原生态喂养，景维银养

殖的猪肉质鲜美，每到宰杀售卖的时候，周边村民纷纷上门

购买，供不应求。

回顾脱贫路，景维银坦言勤劳才是脱贫致富的“法宝”。

“家里情况本来就不好，要是自己再不努力日子就更没法过

了。在政策帮扶下，现在我们不仅收入有了保障，而且看病

花销还能报销 90%，感谢党的好政策让生活有了新盼头。”景

维银说。

吉镇山柏树村脱贫户马利平：

念活“致富经” 造就“小康梦”

马利平打理中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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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算是不用过苦日子了，通过养羊家里的收入一年比

一年多，现在圈里有 110 多只羊，预计今年年底能增加八九

万元收入。”马利平高兴地对记者说。

今年 58 岁的马利平曾经是吉镇山柏树村的一名贫困户。

过去，他仅靠家里十几亩地过活，全家一年人均收入不足 2000

元。“以前没有什么收入来源，日子过得实在是艰难。”马

利平说，穷苦的生活让他觉着致富无望，甚至一段时期对脱

贫也失去了信心。

2016 年，借助扶贫政策东风，马利平成为精准扶贫的帮

扶对象。为了帮助马利平早日实现脱贫，村干部有针对性地

讲解产业扶持政策，并积极帮他出谋划策，制定脱贫计划，

鼓励他通过贷款发展羊产业。

“当时我没敢想贷款的事，担心贷款养羊风险大，一旦

失败了，不要说脱贫，还款都是个问题。”马利平说，对此，

村干部多次到家里来讲帮扶政策，分析养羊产业市场前景，

并承诺羊子出栏后协助销售，最终打消了他心中的顾虑。

在村干部的帮助下，马利平很快就拿到了 5 万元贷款，

他用这笔钱从镇子上购买了 30只羊、玉米和一些搭棚的材料。

由于没有更多经费修建圈舍，马利平便腾出家里的两孔窑洞

当羊圈，用彩钢材料搭了一个简易羊棚，开始了他的养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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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之路。

为了把羊养好，马利平没少下功夫。每天早上 5 点天还

没亮的时候，他就和妻子拉着牛车到山上去割草，直到中午

11 点装满两车草后才返回。在保障饲草喂养的同时，他把自

家地里种植的粮食制成饲料给羊增加营养。“我还会给羊吃

点盐，这样它就会更喜欢吃草、喝水，还不容易得病，生出

来的羊羔品质也好。”马利平说，对于养羊他有一套自己的

方法。经过精心喂养和管理，到 2016 年底，马利平的羊子已

发展到 80 多只，他将其中的 30 只种羊留下繁殖，其余 50 只

全部卖掉，还清了贷款。

随着羊子养殖规模不断扩大，马利平的收入也日益增加，

他先后购置了农机具，修建了标准化羊棚，为羊子安了新家；

同时，还将自家的窑洞翻修一新。2017 年，生活水平得到极

大改善的马利平主动向村里申请了脱贫。

如今，马利平又念起了“药材经”，在村集体的引导带

动下，他加入了村里的合作社，通过流转土地的方式，在山

上种植了 30 亩黄芪和柴胡。“目前苗子长势良好，预计 3 至

5 年后每亩药材收入能达到 3000 多元。”马利平正在用他的

勤劳双手造就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康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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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湾镇沙滩坪村五保贫困户折明明：

身残志坚战贫困 双手编织好生活

折明明和他编织的手工艺品

22 岁，本是风华正茂、放飞理想的年纪，或迈向职场，

或打拼创业……而折明明的 22 岁却因儿时的一次意外，只能

长期卧床与孤独相伴，但乐观向上的他不自暴自弃，通过灵

巧的双手进行手工编织，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别样的多彩生活。

折明明是石家湾镇沙滩坪村五保贫困户，5 岁时因一场车

祸导致高位截肢瘫痪在床，腰部以下全都失去了知觉，他没

能像别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去上学，这成了他最大的遗憾。

在折明明 7 岁那年，另一个猝不及防的不幸，让这个苦难的

家庭更加雪上加霜，父亲在外出办事时遭遇意外而去世，原

本就不富裕的家庭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从此母亲只得边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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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照顾他和弟弟。

虽然没有上过一天学，但在折明明心中却始终埋藏着一

颗渴望知识的种子。2012 年，家里买了一台电脑，从此互联

网为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慢慢地，他从电脑上认识了

很多字，掌握了不少知识，并能够在网上打字和人交流，网

络架起了他与外界沟通的桥梁。更让他开心的是，每天都可

以在电脑上查阅最喜欢的科技发明类资讯。

折明明逐渐意识到生活中不能总是依靠别人，他要掌握

一技之长贴补家用，他相信只要努力付出，就一定能干成事。

2017 年底，他开始在网上查找适合自己干的事情。一次偶然

的机会，接触到了手工串珠编织，这种编织手工艺品不仅成

本低、好看，还能卖钱，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兴趣。于是，他

边看教学视频边摸索着制作，从简单的小挂件、小装饰品做

起，即使遇到难题也不轻言放弃，没想到从小手巧、爱画画

的他一学就会，而且做出来的手工艺品栩栩如生，非常别致。

编织手艺日益精进，家里的手工艺品也越来越多，但销

路却成了折明明最大的烦恼。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沙滩坪村

扶贫干部刘新国发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帮忙宣传销售，一传

十、十传百，由于物美价廉，这些手工艺品一下子卖出去不

少，还有不少人慕名登门购买。尝到甜头的折明明，更加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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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编织手工艺品的信心。

目前，折明明加入了绥德县民间工艺农民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有不少残疾人和妇女，他不辞劳苦，手把手教他们编

织技巧。在折明明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同村乡邻也加入到

合作社中，在增加收入的同时，精神文化生活也得到了丰富。

“生活中有很多挫折，只要不轻言放弃，坚定生活信心，就

没有过不去的坎。我会继续努力，争取早日靠自己的双手自

力更生。”折明明信心满满地说。

榆林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2月 26 日印发

联系电话：0912-3837538 电子邮箱：tpgjdt412@163.com

地 址：榆林市高新区长兴路东段市扶贫办 4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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