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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天的榆林之行，看农业，

“土特产”文章做得风生水起；看

农村，独具陕北辨识度的农文旅

融合发展有声有色；看农民，从

一张张憨厚的笑脸便可感知物

质和精神的双重富有……采访

期间，无论是在农田旁，还是农

产品包装车间里，亦或是村居古

宅内，记者总能感受到一种生机

勃勃的乡村振兴律动。

众所周知，西部与东部的

风土人情不同、资源禀赋迥异，

探索乡村振兴的路径也各不相

同。深度解码榆林的乡村振兴

实践，不难发现，各县（市、区）

都有不同的“振兴之策”，其特

色做法背后蕴藏的理念思路、

价值判断、工作举措，值得深究

细研。

历史如潮，大道如砥。今

天，榆林已踏上了中国式现代化

的新征程。记者深信，乡村振兴

激荡起的万千气象，必将带领当

地农民走向更为美好的未来。

记者手记：

绿满黄土地绿满黄土地 乡村焕新颜乡村焕新颜
———解码乡村振兴的榆林实践—解码乡村振兴的榆林实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军李军 文文//摄摄

榆林榆林，，位于陕西省北部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交界地处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交界，，是传统农业大市是传统农业大市。。千百年来千百年来，，黄土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黄土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孕育出别具陕北孕育出别具陕北

辨识度的农耕文明辨识度的农耕文明。。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的十九大以来，，榆林怀抱光荣与梦想榆林怀抱光荣与梦想，，不改勇气与执着不改勇气与执着，，争先创优争先创优、、全速全速““狂飙狂飙””，，推动全市乡村振兴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推动全市乡村振兴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业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农业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的变化。。如今的榆林如今的榆林，，已在乡村全面振兴的主赛道上竞得已在乡村全面振兴的主赛道上竞得““一席之地一席之地””，，让黄土高原披上绿装让黄土高原披上绿装，，成为全国非牧区养羊第一大市成为全国非牧区养羊第一大市、、全国山羊绒产量第一大市全国山羊绒产量第一大市，，

其乡村建设其乡村建设、、现代农业发展现代农业发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多项工作走在陕西省乃至全国前列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多项工作走在陕西省乃至全国前列。。

66月月2626日至日至3030日日，，记者跟随全国农民报社长总编调研采访团记者跟随全国农民报社长总编调研采访团，，深入榆林市的榆阳区深入榆林市的榆阳区、、横山区横山区、、米脂县米脂县、、佳县等地佳县等地，，一路探寻当地乡村振兴的新模式一路探寻当地乡村振兴的新模式、、新新

做法做法、、新路径新路径。。

坚持生态优先——
乡村环境按下“美颜键”

夏日，位于米脂县银州街道

的高西沟村，群鸟飞过青青原野。

记者乘着观光车，沿着村道

一路前行，郁郁葱葱的梯田、连绵

成片的松柏、整齐有致的民房依

次呈现，目之所及，处处透着多年

积淀的生态富庶之象。

“你别看现在村里生态搞得

这么好，其实，我们村曾是黄河中

上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当

初可以说是‘年年遭灾荒，十年九

歉收’。”向记者介绍起往事，高西

沟村党支部书记姜良彪指着不远

处的山梁，神情激荡、感慨万千。

他告诉记者，自上世纪50年代以

来，勤劳智慧的高西沟人大力开

展治山治沟治水，历经半个多世

纪的持续治理，高西沟村方才实

现了“泥不下山、水不出沟”，成为

全国生态治理的先进典型。

“我一直都记得，2021年9月，

习近平总书记来榆林考察时，称赞

我们村是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一

个样板。”姜良彪说，近1年多来，

高西沟村党支部感恩奋进、实干争

先，继续开展植树造林，大力推进

村庄人居环境整治，不断丰厚生态

家底。如今的高西沟，有林地2253

亩，林草覆盖率达到70%，缔造了

黄土地上的绿色奇迹。

久久为功，玉汝于成。记者

发现如今的榆林乡村，绿满山川，

处处呈现出生态宜居的新风貌，

这也“刷新”了记者对黄土地的原

有印象。

乡村要振兴，生态宜居是关

键。近年来，榆林市深入贯彻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始终

坚持生态优先，认真学习浙江“千

万工程”经验，深入实施厕所、污

水、垃圾三大革命，打响了一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让整洁

优美的农村人居环境成为全面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底色。

2022 年，榆林市 93 个行政村

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29 个乡

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100个

村实施绿化美化，建成20个生态

振兴示范村。此外，该市还十分

注重示范带动引领，目前已启动

乡村建设“个十百”（6个乡村振兴

楷模村、50个示范镇、500个示范

村）示范工程。

青山绿起来，生态美起来，让

群众觉得好日子更有奔头。“在我

们村，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已成为

大家的日常生活习惯。”横山区波

罗镇波罗村村民薛新荣高兴地

说，村里环境好了，大家住得舒

心，来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坚持因地制宜——
乡村产业壮起“新筋骨”

乡村要振兴，除了生态美，产

业更要先行。记者采访的多个

区（县）、村庄、企业，均因地制

宜，凭借当地丰富的农业资源和

旅游资源，精准找到了产业发展

之道。

横山区无定河流域湿地辽

阔、生态优美，飞鸟翔集其上、稻

渔共生其间，被誉为“塞北江南”，

是陕西省最早实施稻田养蟹的地

方。近年来，当地以稳粮为前

提，大力推进稻渔综合种养，既

撬动了产业，又富裕了百姓。“这

里的稻渔种养面积从 2013 年的

350亩发展到目前的4万亩，亩均

可增收800元，生产企业也从1家

扩展到34家。”横山区水产站站长

郭宏强说。

地处黄河近岸的佳县坑镇赤

牛坬村，则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

路。近年来，该村大力发展旅游

产业，建起了包含 67 间展室和 3

万余件展品的陕北民俗博物馆，

还“大开脑洞”，自编自导自演了

一部由150 多名村民参与的国内

首部大型原生态实景剧《高高山

上一头牛》，实现年均旅游综合收

入近千万元。

“中盛农牧”是众多入驻榆阳

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企业之

一。该企业依托信息化、网络化

开展生产经营管理，实现了肉羊

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生产加

工，让记者直观感受到了榆林市

现代数字农业发展的别样魅力。

透过一个个采访点的喜人变

化，我们从中可以一窥榆林乡村

产业振兴的背后“秘诀”——走好

生态路，打好数字牌，延长产业

链，开拓增收路。

近年来，榆林市紧紧围绕陕

西现代农业先行区、乡村振兴示

范区和全国知名现代特色优质农

产品生产基地“两区一基地”目

标，构建并形成了以马铃薯、山地

苹果、大漠蔬菜、羊为主导，小杂

粮、中药材、肉牛等产业为重点的

“4+X”现代农业体系。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近年来，

榆林市全面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粮食生产交出高分答卷：2022年，

全市粮食播种面积 1093 万亩，位

居陕西省第一；粮食总产量252.5

万吨，再次进入全国50亿斤产量

大市行列，稳固了“陕西新粮仓”

地位。

做强乡村产业“引擎”，既实

现了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

供，还有力巩固拓展了脱贫攻坚

成果。记者了解到，榆林市通过

全方位提升农业产业带动能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取得显著

成效。2022 年，该市脱贫人口人

均纯收入同比增速达14.2%。

坚持创新赋能——
乡村经济激发“新动能”

漫步榆阳区古塔镇赵家峁村，

整洁的大队食堂，大气的便民服务

驿站，充满趣味的高空索道等乡村

设施非常完美。难以想象，这个先

天资源禀赋不足的陕北小村，竟能

发展到如今这般气象。

“2013年以前，我们村集体经济

还有欠账，真正是一穷二白。”赵家

峁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奋堂告诉记

者，转变来自一场深度的改革。

2014 年，赵家峁村成为陕西省首批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村。

2017 年，赵家峁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成立，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

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巨大转变，由

此迈出了脱贫致富的关键一步。

如今，赵家峁村人均可支配收

入从 2013 年的不足 3000 元增长到

2022年的超过2.3万元，高出周边村

庄 1 万多元。2018 年至今，该村已

实现6次分红，户均分红3万元。

窥一斑而知全豹。乡村振兴，

离不开创新赋能。近年来，榆林市

持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解放农村生产力，有力推动了农村

经济发展。2022 年，赵家峁村入选

集体经济发展全国典型案例。

近年来，榆林还创新探索“伙场

经济”等多种形式，激活乡村经济。

何为“伙场”？记者了解到，以

长城为界，榆林北部为风沙草滩区，

长期以来这里的人们用栅栏圈地耕

种养殖，习惯性地把这些房前屋后

自由圈占的土地叫伙场地。

这几年来，榆林市把发展“伙场

经济”与美丽乡村建设、乡风文明建

设、乡村旅游发展结合起来，按照

“小规模、大群体，小成本、大收入”

的思路，将“方寸伙场”建成了增收

致富、宜居宜业的“美丽新地”。

“我们利用伙场有限的土地资

源，集约化发展羊、牛、生猪等传统

优势养殖业，让村民从日渐红火的

‘伙场经济’中享受到更多红利。”榆

阳区巴拉素镇镇长杜梦晨满脸带笑

地说。

生态美、产业兴、经济活，眼下，

榆林的乡村振兴之路正越走越宽

阔。榆林市委副书记李雄斌表示，

该市将全方位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全链条推进产业提质增效，全要素

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加快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推动巩固衔接上台

阶、乡村振兴见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