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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勇：倾心做出好豆腐 带领乡亲共致富
本报记者 贺卓

党员带头解民忧
坑洼路面变平整

创业先锋

校园文化有特色
小学喜捧“摇篮奖”

教师宜杨散文作品《祖父如
山》获金奖

“2002年高中毕业后，我在
吴起县庙沟镇楼坊掌村办了一
个食堂，当时生意不错，但起早
贪黑很累人。2006年我关了食
堂，跑去学车，用开食堂攒的钱
买了两辆油罐车，从吴起向延安
炼油厂输送原油。”齐勇介绍
说，2011 年向村党支部递交入
党申请书，2015 年当选为楼坊
掌村村委会主任。

“一次外出考察学习的时

候，我了解到‘豆菜轮茬’套种模
式不仅可以增收，还能给果树提
供养料，一举两得。”考察学习结
束后，齐勇一回到村子就张罗着
在果园里推广“豆菜轮茬”种植
技术。正是“豆菜轮茬”的新模
式，给齐勇带来了创业的好点
子，激发了他的创业热情。

齐勇经过调研后发现，吴起
县范围内豆类制品加工企业非
常薄弱，如果他能带领乡亲们发

展豆类制品加工，也许是个致富
的好门路。

2015年5月份，齐勇不顾父
母的强烈反对，走上了创业之
路，选择的项目正是豆腐。为了
筹备建厂资金，他将亲戚朋友的
钱都借了个遍；为了选址筹建，
他反复上门游说村民，终租得心
仪的厂址。2015年9月，总投资
60万元、占地面积 6.8亩的绿丰
豆类食品加工合作社正式生产

运营。
创业初期，对于没有一点制

作豆腐经验的齐勇来说挑战很
大，所有事情都要他亲力亲为。
4个月来，齐勇一直留在厂子里
学习研究豆腐制作技术，刚开始
他用传统的办法点豆腐遭到失
败，损失了 5万多元。为了解决
技术上的难题，齐勇从榆林雇了
技术人员，每天跟技术人员学习
专业点豆腐技术，最终获得了成
功。看着新鲜的豆腐生产出来，
齐勇高兴得合不拢嘴。

“我们的豆腐采用后山无污
染的胶泥山泉甜水泡煮，用传统
的石磨研磨和现代工艺流程加
工，卤水点制，不添加任何化学
药剂，生产出的豆腐光亮、细腻、
鲜嫩、富有弹性，入口后味道香
浓。”齐勇介绍说。

尽管做出的豆腐如此优质，
但没有销路，再好的豆腐也带不
来经济效益。“我到工商局注册
商标，到杨凌农高会推荐我们的
豆腐。为了打开县城的市场，我
们带着豆腐跑遍了县城的超市
和每一家单位食堂，但大家都不
认可我们的豆腐。我们只好免
费让他们试吃，就这样免费试吃
一个月后，逐渐有人开始订购
了。”齐勇说。

在齐勇的悉心经营下，目前
绿丰豆类食品加工合作社的豆
类农副产品逐渐火了起来，日产
豆腐 1000 公斤，产品已远销定
边、华池、靖边等地。

村民齐万军高兴地说：“我

原来打零工一年只能挣 5000多
元，现在在豆腐厂一年能挣 1万
多元，还管吃管住呢。”

齐勇的合作社不仅帮助村
民就地就近就业，对于同镇的创
业年轻人，齐勇也给予他们无私
的帮助和建议。付军也是庙沟
镇人，办特色养殖厂屡次失败。
了解到情况的齐勇资助付军 10
万元，并将豆渣提供给付军喂养
鸡苗，目前付军特色养殖厂成功
开办起来。

“齐勇当选村主任后，为村民
和村子谋发展、谋出路，带动了更
多的村民走上富裕之路，为镇政
府减轻了精准扶贫脱贫的压力。”
该村大学生村官冯振利说。

据齐勇介绍，合作社吸收本
村剩余劳动力，实现村民就地就
近就业 30 人，鼓励村民种植黄
豆、油菜等经济作物，并以高于
市场0.1元的价格回收。合作社
还通过捆绑全镇无能力发展产
业的精准扶贫户，以入股脱贫资
金、年底分红的方式，解决了企
业资金短缺的问题，吸引了 48
户精准扶贫户入股，同时与该镇
豆类种植户签订长期合作合同，
2016 年种植面积达 3240 亩，受
益农户达124户。

“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扩
大规模、提高质量，开拓新的品
牌，争取将豆制品加工专业合作
社纳入到更大的现代农业园区，
吸纳全镇其余的贫困户来入股、
务工，实现共同富裕。”齐勇充满
希望地说。

8 月 22 日，记者在子长县
石家湾便民服务中心石家湾村
见到了村支书贾保飞。贾保飞
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穿着朴
素，说着一口地地道道的子长
话，记者很难把他和“千万富
翁”联系在一起。

“穷小子”终成千万富翁

8岁时，贾保飞靠借粮和别
人救济维持生活，过着“吃了上
顿没下顿”的苦日子；17 岁时，
他因为贫穷辍学，出门开始打

工；29 岁时，他凭借苦干实干，
当上一家保安公司副经理，成了
别人眼中的“能人”。

2005 年，以煤炭为代表的
资源经济迎来了一股热潮，贾保
飞抓住大好时机，瞅准机会投
资，拿出自己手里所有的积蓄，

开始搞煤炭运输。由于缺乏经
验，加之经营不善，他不仅没赚
钱还赔了12万多元。

凭借着不服输的性格，2006
年，他和朋友合作再次涉足煤炭
市场，别人出资，他跑业务。跑
业务是个苦差事，但贾保飞不怕
苦，面对一次又一次的闭门羹，
他都咬紧牙关，继续努力，最终
跑成了一笔笔重要业务。经济
状况最好的时候，他资产上千万
元，成了大家眼中的成功人士。

当生活无忧时，他毅然放弃
了千万富翁的清闲生活，回村当
上了村党支部书记。

带领村民发家致富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贾保
飞对家乡充满感情。每次回村，
看到出村路坑坑洼洼，村民们生
活十分贫困，贾保飞的心里就不
好受。

“农村要发展首先要完善基
础设施建设。”2015 年，担任村
支书的他自掏腰包，重新修缮了
党员活动阵地，配齐了电脑、书
桌、椅子等办公用品；新修和翻
修道路 10 公里，为村民解决出
村上山的难题；他还多方协调，
为全村治沟造地1000多亩……

基础设施改善了，但贾保飞

深知，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脱贫
的关键在产业。为了让群众尽
早富裕起来，他多次找镇领导
沟通，广泛征求村组干部、群众
代表意见，最终将发展山地苹
果作为该村致富的主导产业，
通过几年努力改变全村经济落
后的面貌。

为了不给村民增加经济负
担，他个人出资 70多万元，以每
亩120元的价格流转了全村217
户、380亩土地，发展了380亩的
山地苹果，组建了旺盛山地苹果
专业合作社，还让村民加入产业
合作社。他当着全村人的面作
出承诺：果树挂果产生效益之
后，村民可以以承包土地折价入
股合作社，自己做股东，每年按
收入的30%分红。

为了尽快改善村民的生活
条件，增加村民收入，贾保飞还发
展了一些“短平快”的产业，免费
为村民提供 2万多元的化肥、种
子和地膜，在果园里套种西瓜、洋
芋和大豆。同时，贾保飞还让村
民在果园里面打些短工，修剪果
树、除草施肥等，一年下来为村民
支付了15万多元的工资。

68岁的村民钟文福高兴地
说：“我总共有 12 亩地，再加上
在贾保飞那免费种的地，去年收
入了近3万元。”

贾保飞：千万富翁返乡当起村支书
本报记者 王婷 通讯员 王东东

本报讯（通讯员 张振强）“通过此次培训，我
会尽快注册商标，将我的自制辣椒酱推向全国，让更
多人吃上纯手工制作的辣椒酱。”郑庄镇政府协管员
刘瑶高兴地说。8月 22日，延长县商务局邀请西安科
技大学电子商务系主任孙林辉教授在该县郑庄镇对
镇村干部和有意向发展电商的村民共计 60余人进行
了培训。

培训中，孙林辉对电子商务进农村作了专业讲
解，并通过成功案例对农村电商进行阐述，鼓励大家
踊跃参与到农村电商工作中来，把农特产品利用互
联网卖出去。会后，部分学员还同孙林辉进行了面
对面的沟通，详细了解电商项目的实施。

据介绍，培训还将在交口、安沟、张家滩等全县 7
个乡镇、1 个街道办举办。截至目前，该县开办网店
90余家，引入和培育农村“经纪人”1800余人，成功将
红薯、小辣椒、土鸡蛋、小杂粮等农副产品通过网上
销售，其中火焰山红薯、小辣椒等销售额达到 500余
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 孙丽侠 邓天民） 近日，宜川
县集义镇下发了关于严禁提前采收核桃的通知，做
好核桃采收前的管护工作，确保核桃产业的健康发
展。

近年来，宜川县集义镇大力发展核桃产业，目前
全镇核桃面积约有 1万亩。随着市场行情升温，部分
群众为追求利润过早采摘，导致核桃果仁瘦小、不饱
满等现象，对核桃产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2010
年以来，集义镇通过广泛宣传、集体看护、经济处罚
等措施，告知广大农民适时采收核桃的好处和提前
采摘的弊端，同时加强了对核桃采收前的管护，使当
地群众自觉看护、成熟采收的意识得到提高，核桃的
品质大大提高，为发展核桃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
供了重要保障。

本报讯 （记者 王婷 通讯员 王东东） 日前，
第十一届全国青少年冰心文学大赛在北京落下帷
幕，子长县东风小学获得“全国青少年冰心文学大
赛文学摇篮奖”。该校教师宜杨的散文作品《祖父
如山》获得教师组金奖，高子怡同学的作品《当我面
对困难的时候》获得现场作文大赛银奖，并荣获“中
华小才女”称号。

据了解，该校长期以来注重发展和培养学生的综
合能力，引导孩子们多读书、勤写作，切实提高学生
的文学素养，打造具有东风特色的校园文化，取得了
明显成效。东风小学也是陕北地区首个参加该赛事
的文学团体，受到了大赛组委会及与会嘉宾的高度
关注。

全国青少年冰心文学大赛是由中国散文学会、
中国诗歌学会联合主办的综合性青少年文学赛事，
旨在继承和发扬冰心文学的爱心精神，进一步提高
全国青少年文学素养，推动青少年文学事业的发
展。

本报讯（记者 张改玲 通讯员 梁海瑞）“虽然
我年龄大了，但还想参与村上的事情，帮大家解决一
些实际困难。”黄龙县三岔镇木昌桥村的一次党员会
议上，老党员、老支书李繁荣的一席话让在座的党员
敬佩不已。

8 月份以来，黄龙县三岔镇暴雨侵袭不断，木昌
桥村通村柏油路面被雨水泡得松软下陷，一些坑洼
处被暴雨洗刷成大水坑，严重影响过往车辆的行使
安全。木昌桥村老党员贺新斌带领村上的老党员和
村民 14人，出工出力，开着拖拉机，拉送土和石料，义
务垫路平坑，让泥泞难行的坑洼路变得平整，此举赢
得过路行人和村民的一致称赞。

因为暴雨冲刷，村里的饮水灌溉工程进水口堵
塞，护坡坍塌，近千村民吃水成了问题，村主任、党员
李福利二话不说，穿着雨鞋就下沟，李繁荣等 10名党
员也接连加入到抢修饮水工程的队伍中。大半天时
间，近 200米的水沟被疏通修复，村里的水管又出水
了，村民们欢欣不已。

据了解，“两学一做”活动开展以来，村里党代表
选举、党员卫生划片包干、困难救助、防雹网建设、电
子商务建设……到处都有党员忙碌的身影。

本报讯 （记者 高乐 通讯
员 高峰 孙乐）“公共安全教育
进课堂，将让孩子们受益匪浅，家
长也放心多了。”子长县秀延小学
老师张春艳说。今年以来，子长
县实施了百年安全教育工程，下
大力气解决安全隐患，创新宣传
教育方式，安全生产观念更加深
入人心。

记者了解到，从今年起，该县
把安全常识正式纳入日常教学，
县财政出资上百万元，为全县 4

万余名学生配发安全教育教材，
配备专（兼）职教师。该县要求学
校不仅要把课堂教学落实到位，
还要充分利用网络、广播站、宣传
栏等，提高中小学生的自护、自
救、防灾、逃生能力。

各中小学、幼儿园积极响应，
每学年至少安排 20 个课时的安
全教育课，并在集中进行安全教
育的同时，经常邀请食品药品安
全、交通安全、防震减灾专家进行
专题培训。在课堂上，老师们发

挥奇思妙想，设计安全导航线、安
全指示灯、安全小口诀等模块，引
导孩子学习安全知识。

除了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生
产也在其它行业中深入人心。该
县住建局副局长郭军在多年的工
作中发现，河堤护栏、桥梁护栏、
下水道井盖、电线杆等隐患虽然
细微，但更易引发人身伤害事
故。对此，住建局工作人员结合
该县实际，今年以来为城区所有
的井盖涂上了黄色警示圈，为城

区桥梁护栏及河堤护栏涂上了黄
色警示标识。此举不仅降低了井
盖的破损率，还降低了相关安全
事故的发生几率。

目前，在该县持证残疾人中，
因安全事故导致残疾的人数占全
县的6%，这一群体全部是包扶对
象。为此，该县结合网格化管理，
要求包扶干部把安全宣传教育和
扶贫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健
全安全宣传教育长效机制。同
时，积极引导这类贫困户加入安

全宣传队伍，让其以自己的经历
警醒更多的人。

家住子长县林虎山社区的吴
建新是该社区的贫困户。10多年
前，吴建新在建筑工地当架子工，
因没有采取防护措施，不慎从4楼
跌落，导致头部受伤。在吴建新
丧失劳动能力之后，他和70多岁
的老母亲相依为命。现在，吴建
新已经成为安全宣传队的一员，
他的故事也伴随着宣传队传遍县
城的大街小巷，警醒了无数人。

子长县实施百年安全教育工程

安全教育进课堂 安全生产入人心

● 贾保飞在果园里忙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