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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在肖旗乡磁叭岭村的麦

田里，喷淋灌溉的水雾在春日阳光的

下形成了一道专属彩虹。

眼下正是冬小麦拔节期，也是病

虫害高发期。连日来，肖旗乡组织农

业专家深入田间，把脉问诊开展技术

指导（如右图）。

“受降雨及冬季气温偏高影响，小

麦生长过旺、发育进程早，部分地块已

经拔节，若遇倒春寒大幅降温天气，容

易发生冻害，同时部分麦田杂草较重，

病虫害也略重于历年同期，要进一步加

强管理。”在磁叭岭村的麦田里，肖旗乡

农业服务中心主任何保民边看边与种

粮大户李少辉交流。

据了解，肖旗乡冬小麦种植面积为

6万余亩，为确保夏粮丰产丰收，该乡组

织8支农技服务指导小组，走进田间地

头，指导群众抓住有利时机，科学实施

防虫、除草、浇水施肥。

此外，肖旗乡加大科普宣传、资金投入力度。通

过联村大喇叭广播、微信群、“定点”走访种粮大户，将

田间管理的科学知识普及到户、普及到人。由乡政府

出资，集中组织25辆挖掘机、运输车等机械设备，对辖

区内干渠、河道进行疏浚、清理，确保水流畅通，方便

群众灌溉。

截止目前，肖旗乡农技指导组已完成28个村6万

余亩小麦的田间指导工作，全乡小麦灌溉面积超 4.8

万亩，为夏粮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原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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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浇地比以前轻松多了，以前要用三轮车拉

水，现在水就在地头边，接上水管就能用，真是省了不

少劲儿。”2月22日，在李庄乡马庄村的麦田里，村民马

国钦正在忙着浇灌麦地。看着水汩汩地流向翠绿的麦

田，马国钦的脸上流露出喜悦的笑容。

去年以来，该乡利用独特水利资源优势，积极实施

“水系连通，引水入乡”项目，着力打通七支渠东西水系，

将水从倒流河向西引至已干涸近20年的父城河。同时

沿三条河流增设坑塘和漫水坝，充分补充地下水资源，

做活生态水系建设文章，使这些坑塘都具有“源头活

水”，形成一条完整的循环水系，扩大了灌溉面积。同时

依托水系打造林网观光带，以水养林，以林蓄水。在有

效解决群众生产用水难题的同时，打造了“山清水秀、绿

水绕乡”的乡村美景。

李庄乡通过多次走访群众并邀请水利部门专家对

全乡水系资源进行总体规划，打通了境内水库、河流、

沟渠和池塘，盘活境内大小水域，构建了河、湖、渠相互

连通的生态水网体系，对干河、沟、渠重新清淤，聚水成

湖，建设了凤鸣湖湿地公园。现已累计完成渠道清淤

7900 米，新建渠系3800 米，维修新建闸门11座，治理

坑塘8座，总蓄水量达30余万方。目前该乡杨庄、闪

庄、李庄、贺窑、外口、尚王等10个村引水入村工程都

已完成，新增有效灌溉面积达5000余亩。

“村里以前不通水，群众只能种植传统的小麦和花

生。通过‘水系连通，引水入乡’工程和农业结构调整，

我们引进了芦笋种植，一次育苗种植可连续采摘10-

15年，亩产量一般在3000斤至4000斤，按往年市场价

格每斤10元计算，去除土地、人工、肥料、损耗等成本，

每亩地净利润10000余元。”李庄乡马楼村现有耕地面

积1717亩，“水系连通，引水入乡”工程让村党支部书

记马亚博对村民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满了信心。

“水系连通，引水入乡”工程的实施，为群众灌溉

提供了便利，更为农作物的丰产丰收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也为农民增收

提供了保障。“青青活水绕村流、绿树成荫花果香”

的美丽乡村正在逐步实现。该乡也走出了一条以水

利建设助推农业增产、农村增美、农民增收的乡村

振兴之路。 （吕晓贞）

李庄乡：水到渠成润民生

2月18日，昭平台灌区北干渠闸门缓缓开

启，清澈渠水奔涌而出，沿着一分干、二分干渠

一路欢奔而下。春灌开始了！

据了解，为保证我县春季灌溉的用水需

要，增加地表水灌溉面积，县水利局积极与昭

平台水库灌区管理处沟通协调，组织专业力

量对灌区渠道、水闸等基础设施进行全面摸

底排查，及时做好引水渠道及水闸的清淤维

护，计划调水40 天，调水量1000 余万立方米，

可满足我县南部、北部、东部 8 个乡镇灌溉用

水需求。 李鑫 摄影报道

2月23日，在周庄镇周庄村林下种植点，

几名工人有条不紊地搭建林下食用菌大棚。

周庄镇党委书记董国强介绍说，为切实发挥

经济林价值，该镇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实现绿

色发展。

周庄镇以“造一片、成一片、绿一片”为目标，强化造

管并重意识，加强管护队伍建设，严格落实管护责任，加

大林木管护力度。与此同时，该镇探索运营模式，建立长

效机制，将东五环470亩经济林统一承包经营，依托本镇

食用菌特色产业，大力打造食用菌种植林下经济。

该镇采取“个人投资+专家指导+村合作社管理+农

户务工”的模式，聘请有经验、有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

这些专业技术人员自投10万元资金入股，全面指导和参

与种植经营。镇、村分别明确专人，负责监督日常管理经

营，农户除按劳取酬外，支付租地费用，参与利润分成。

目前，470亩经济林已全部承包到户，已完成林下种植食

用菌130余亩。

林下经济是该镇打造绿色富裕幸福“经济林”的一个

缩影。自经济林管护权利移交以来，该镇动员更多“土专

家”“田秀才”“新乡贤”在经济林下种植、养殖项目中大显

身手，借助探索“林种+林养”模式发展林下经济。

该镇将室内种植与林下种植相结合，集

中流转土地1588亩，投入资金3000余万元，

规划林下种植珍稀菌 1000 余亩。采取龙头

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9个村

300余户参与入股分红；带动1000余人务工，

人均年收入约15000元。

“林下种养项目的实施，改变了过去经济林杂草丛生

的面貌，同时解决了经济林管护难题，推动了绿色发展，

同时增加了群众收入，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董国强说，

截至目前，全镇7100亩经济林已发展林下种植试点396

亩，另有180余亩土地正在整理。其中，周庄村和西黄村

的食用菌种植等已初具规模，按照发展林下经济每亩收

入约2.3万元计算，预计今年将增收910.8万元。（巫鹏）

管护不减 林种林养

周庄镇经济林下生金银

2月22日一大早，商酒务镇黄洼村

村民单延娜利用做早饭的间隙，把屋里

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她还不忘把垃圾

扔到院外大路边的垃圾桶里；不远处，

劲旅公司保洁员正将垃圾装车，送往镇

指定的垃圾中转站......商酒务镇持续

开展全民搞清洁，垃圾不落地，引领该

镇乡风更文明，乡村更美丽。

该镇自全面开展改善人居环境

工作以来，25个行政村先后建成了垃

圾处理池 21 个，配备垃圾清运车 80

辆，投放垃圾桶 1800 余个，采取农村

垃圾“户投、村收、镇运”统一集中模

式，成立专业环卫队伍，全天候进行

保洁，实现村镇环卫工作一体化，镇

区垃圾达到日产日清；提高了群众文

明意识，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天

蓝、地净、村美、户靓已成为商酒务镇

一道道靓丽的文明风景线。

商酒务镇近年来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塑形”与“铸

魂”并进，创新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不仅让精神文明唱响乡村振兴战

略主旋律，还让文明、文化塑造起了

农村的“精气神”。一方面充分利用

和整合现有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平台、

农家书屋、电商服务点、文化广场、道

德讲堂、文化中心等文化服务平台，

开展了主题鲜明、形式多样、与村民

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活动；另一

方面该镇紧抓非遗，落实传承。商酒

务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宝丰

酒酿造技艺传承村，有非遗保护项目

23个，市级非遗传承人9个；为此每年

如期举办仪狄文化节、端午民俗文化节、送戏下乡等

活动，为群众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文化学习和宣

传阵地，使乡村文化真正“活”起来、“动”起来。

与此同时，该镇坚持立破并举，一手抓管理约束、

一手抓服务引导，依托“一约四会”组织引导25个行政

村倡导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注重发挥群众自治组织

作用，大力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老敬老邻里和

睦，约定办事规模和标准形成老百姓自己的“土规定”

“好规矩”，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

漫步在商酒务镇皂角树村，接地气的“墙头文化”

吸引不少群众驻足观看，这些美观实用的墙体穿上“文

化外衣”，传播政策知识，倡导文明新风，在潜移默化中

改变了群众的思想观念，影响着群众的言行举止，成为

感染大众的室外道德“新讲堂”、实施乡村振兴的“解说

员”。这些“会说话的墙”，内容通俗易懂，图文形象生

动，色彩亮丽鲜活，美化了人居环境，引领着和谐风尚，

“秀”出了社会正能量，正在成为农民群众的“文明礼仪

墙”“道德教育墙”“政策明白墙”“模范宣传墙”，成为搞

活农村文化、育实乡风文明、创新成风化人的重要载体。

文明似一道绚丽彩霞，让商酒务镇的乡村越来

越美。随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深入推进，乡风

民风、人居环境、文化生活日益美起来，农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农民精神新

风貌、乡村文明新气象正在为我县乡村振兴注入强

大力量。 （范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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