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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地铁5号线二期开工、西延
高铁开工建设、西成高铁 12 月开通
……2017 年，陕西交通建设大动作
频频，在不久的未来，陕西将呈现一
个“霸气”的交通格局。

“米”字高铁网将形成

今年西兰、西成高铁开通运营，
标志着以“大西安”为中心的西北、西
南地区高铁与全国高铁网实现互联
互通，西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枢
纽地位将更加凸显。根据陕西省“十
三五”综合交通发展规划，“十三五”
期间还将开工建设西安至延安、榆
林，西安至商洛、武汉，西安至安康、
重庆等高速铁路，以“大西安”为中
心，以350公里/小时为主、250公里/
小时为辅的“米”字型高速铁路网加
快形成。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深
入，丝绸之路上又一个大型综合物流
基地将建成。西安新筑铁路综合物流
中心于 2016 年 11 月开工建设，陕西
省其他31个铁路物流基地也在分批
实施、分步建设，逐步形成覆盖陕西
重点货运集散地的铁路物流网络。预
计“十三五”末，西安铁路局管内铁路
营业里程将达到 6000 公里，其中高
铁里程超过 1000 公里，复线率达到
77%，电气化率达到 90%；高速铁路
覆盖地级市，普速铁路覆盖90%以上
的县城，形成功能完善、布局合理的
铁路网系统。

高铁地铁机场齐发力

西成高速铁路连接西安至成都，
线路全长约643公里，设计最高时速
250公里/小时，单程近3小时。自西安
北站引出，在西南方向途经汉中、宁
强、广元、绵阳、德阳，最终接入成都
东站。西安至江油区间全线共设车站
14个，预计今年 12月 1日开通运营。

届时，陕川两省将形成一日经济圈。
2月 18日上午，西安地铁 5号线

二期工程开工，预计 2020 年与一期
工程同期开通试运营。地铁5号线二
期工程西起交大创新港，东至和平
村，线路沿学镇环路、天元路、秦皇大
道、科技路、昆明二路、大寨路敷设，
与一期工程共同构成大西安第二条
东西向骨干线路。

5 号线全长 19.868 公里，其中高
架线长约 12.21 公里，共设车站 13

座，其中 8 座高架车站，5 座地下车
站，2 座换乘站（规划中的 16 号线和
18 号线），平均站间距 1.55 公里，最
大站间距2.7公里。

近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

《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规划提出，至2020年，将完善华
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
机场群，逐步提升成都、昆明、深圳、
重庆、西安、乌鲁木齐、哈尔滨等机场

的国际枢纽功能。还将按照适度超前
原则，加快实施西安等机场改扩建工
程。

与此同时，全国续建、新建机场
项目74个。44个新建机场项目中，宝
鸡机场、府谷机场、定边机场在列；
139个改扩建项目中，西安咸阳国际
机场、榆林机场在列。这意味着相关
建设完成之后，陕西将拥有西安、榆
林、延安、汉中、安康、宝鸡、府谷、定
边8个民用机场。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
不复回”，这条流淌了 160 万年的
母亲河，孕育着世世代代的中华儿
女。古往今来，黄河两岸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借助“中国一号公
路”沿黄公路建设之机，在推动沿
黄旅游区域发展、打造黄河旅游
带、构筑陕西全省“169”旅游业发
展大格局的号召下，由陕西省旅游
局主办的“走进黄河旅游带”大型
采风活动日前拉开帷幕，黄河流域
的千年文明画卷在我们面前徐徐
铺开……

榆林赤牛坬绽放民俗风情。
“前山高，后山长，我家就住在高坡
上，拉着老牛抗着浆，爷爷的爷爷
就这样。”不远处，广场上传来高亢
嘹亮的陕北民歌，由村民自编自演
的实景剧《高高的山上一头牛》引
来阵阵掌声。层叠的山梁上，一个
个陕北老汉手扶着犁，面朝黄土背
朝天，扬着鞭子赶牛犁地，再现了
典型的陕北农耕文化场景（上图）。

赤牛坬村位于佳县城南40公
里的黄河近岸，四面环山，错落有
致，古朴厚重。这是一个步步入景
的明清老村，绵延数百年。赤牛坬
博物馆里囊括了陕北物质民俗、精
神民俗、社会民俗的古物瑰宝，展
厅展室共计 68 个，展区面积 3000
余平方米，展品 5 万余件。徜徉其
中，仿佛穿越在历史的长廊。

吴堡石城浸染千年历史。吴堡
石城位于陕西省吴堡县城东2.5公
里处的独立山梁上，始建于五代时
期的北汉政权，距今已有 1000 多
年历史，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
一座古城。城墙内为黄土夯筑，外
为石砌。城垣残高 1.6 米-11.2 米。
城垣设东、南、西、北 4 门，上均建
有门楼，城内现存数处清代窑洞式
民居。据介绍，由于此城偏僻，铜墙
铁壁，易守难攻，遂躲过了战乱，才
得以保存下来。步入石城，石城墙、
石城门、石碾、石磨、石杵、石碑、石
匾……整座石城就是一座石头雕
刻而成的石艺博物馆。

延安乾坤湾，“天然八卦图”。
波涛汹涌的黄河流经延川境内，在
秦晋大峡谷放慢了脚步，恋恋不舍
地形成了 5 个 S 型大转弯。五大湾
环似相扣，鬼斧神凿，成为闻名遐
迩的黄河蛇曲群。黄河水在“乾坤
湾”形成了 320 度的大转弯，被称

为“黄河第一湾”。凸起的岛与河面
形成一幅天然太极图，惟妙惟肖，
浑然天成。相传，中华人文始祖伏
羲，就是在乾坤湾的启示下萌发灵
感，始创八卦，开启了人类华夏文
明的先河。乾坤湾被誉为“中国最
美十大峡谷之一”。

依山而行，不远处到达清水
湾。清水湾弯度达 305 度，黄河水
流绵延平缓。这里远离城市的喧
嚣，可以感受清静自在、聆听潺潺
流水，让人不禁赞叹这片龙蛇山
川、乾坤胜境之地的独特之美，敬
畏之心油然而生。

韩城，古朴中有国际范。从宜
川出发大约5个多小时，可进入陕
西关中地带——韩城，华夏文明精
神标识“大禹治水凿龙门”与“鲤鱼
跃龙门”，就诞生在这片神奇土地。
夜幕降临，南湖公园里的大型灯光
秀拉开帷幕。五彩缤纷、绚丽璀璨
的射灯交相辉映，“流光溢彩迷人
眼，火树银花不夜天”，引来游客长
枪短炮的刷刷拍摄声。

漫步老县城，斑驳的板门、雕
花的窗栏、高挂的红灯笼，星星点
点的灯光映照着老街深巷的青砖
绿瓦，仿佛向人们讲述这座千年古
城的历史韵味。韩城的美，带有一
种古朴与“国际范”交融的美，暮色
下的县城如同一副璀璨晶莹的立
体水晶画，静谧中透着诗意。

渭南“形胜甲于三秦”。早在秦
汉之际，渭南就已享有“省垣首
辅”、“形胜甲于三秦”的美誉。中华
民族“华夏”之称即源自渭南，“华”
取自西岳华山之“华”，“夏”则取自
夏阳之“夏”。对中国历史文化进程
产生重要影响的“三圣”（史圣司马
迁，字圣仓颉，酒圣杜康）也都从渭
南走出，并在华夏文明史上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春来蒹葭
郁葱葱，处女泉边脂香浓”的合阳
处女泉，“人在廊中走，宛如画境
行”的潼关十里画廊，距今约 670
年历史的党家村，都在全域旅游的
号召之下焕发出勃勃生机。

从陕北榆林到八百里秦川潼
关，黄河在层峦起伏的山脉中穿行
而过。千百万年来，黄河之水滋润
着广袤的三秦大地。岁月流逝，但
黄河精神绵延不绝，引领着这片热
土上的儿女，勇往直前地谱写陕西
旅游追赶超越的新篇章。

冬季时的陕北冷风萧瑟，但米脂县印斗
镇峁疙瘩村却热闹非凡。村民搬运着自家粮
食在村口集中销售，忙碌的劲头冲淡了冬天
的寒意。过秤、装车、结账等程序过后，村民
当场就拿到了销售款。村里贫困户高东林
说：“这个政策就是好，不仅给我补贴了5000
元扶持资金，而且还联系好了电商企业，以
高于市场的价格上门收购农产品。今年收入
增长了不少，光粮食就卖了6000多元。”

如今在米脂县，像高东林这样居住在偏
僻山村的贫困户，在扶贫政策的帮扶下逐步
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米脂县属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全县总
人口 23万人。截至 2015年底，全县共有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 14310 户、37033 人。“3 年稳定
精准脱贫，5年全面建成小康！”2017年，全县
92 个贫困村、3.7 万贫困人口将全部实现稳
定脱贫，2019 年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这是米
脂县委、县政府确定的脱贫攻坚目标。

“一红一黄”产业助脱贫

米脂县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10487 户、
28884人，占贫困人口总数的78%。因此，建立
稳定的产业基础是全县整体脱贫的关键。
2016 年，米脂县落实产业扶持资金 3354 万
元、小额到户贷款1亿元，帮助9277户、2.7万
贫困人口发展产业项目。其中，“一红一黄”
农业特色产业渐成规模，成效显现，成为全
县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

“一红”：苹果映红致富路。米脂县把山
地苹果产业作为该县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
优先扶持贫困村、贫困户发展山地苹果。

该县决定，对按标准发展山地苹果的贫
困户，除享受县上规定的针对一般苹果种植
户奖补政策外，每亩再给予 500 元的扶贫项
目补助，贫困户建园当年基本实现“零投
入”。同时，县财政安排 1000 万元风险保证
金，撬动农商银行无抵押、无担保产业扶持
贷款 1 亿元，贫困户发展山地苹果可获得最
高5万元的3年期全贴息贷款。

“一黄”：小米做成大产业。米脂以“地有
米脂水，沃壤宜粟，米汁淅之如脂”而得名。
米脂耕地土壤多为黄绵土，所产小杂粮颗粒
饱满、色泽纯正，具有优良的内在品质，历来
有“小米之乡”的美誉。

金秋时节，一片片金黄色的谷子地装点
着米脂的山山峁峁，微风吹来，谷浪汹涌，美
不胜收。

种植谷子是米脂县务农贫困户投入小、
见效快、利润大的产业之一。县里因地制宜，
不断推广谷子、黑豆、绿豆、糜子、玉米等小
杂粮种植技术，在印斗、石沟、龙镇、桃镇等
乡镇大面积集中种植。2016 年，米脂县农作
物种植面积 46.8万亩，其中小杂粮种植面积
22万亩，占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47%。小杂粮
产业种植结构中，主要以谷子种植为主，种
植面积达10万亩。据了解，仅桃镇全镇，谷子
种植面积达4922.8亩，产量100万公斤。其中

贫困户380户，谷子种植面积1647.9亩，产量
30多万公斤，产值可达160多万元。

互联网架起致富桥

2015年，米脂县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电
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米脂县抓住机遇，积
极支持电子商务企业发展壮大，将发展电子
商务确定为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农业增收的
重要举措，并与扶贫工作紧密结合，实现了

“网货下乡”与“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打
通了农产品走入市场的最后一公里，促进了
农产品销售。

为促进电子商务产业发展、鼓励返乡农
村青年和贫困大学生创业就业，米脂县制定
了《米脂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建设
工作实施方案》《米脂电子商务奖励补贴实
施办法》等一系列支持措施。米脂县积极探
索“电商+农户”、“订单农业”等网络销售模
式，米脂小米、大甜杏、香瓜、梨枣、鲜桃、红
葱等特色农产品搭上网络销售“快车”。

不让一个贫困户掉队

米脂县全面落实教育、医疗、就业等救
助帮扶政策，累计投入各类资金 1.23 亿元，
实现贫困人口帮扶兜底全覆盖。

近年来，米脂县本着不让一名学子因贫
辍学，不让一户家庭因学返贫的宗旨，认真
落实教育扶贫政策，充分发挥工会、团委、妇
联、扶贫等部门和慈善机构的协调作用，积

极动员社会力量捐资助学，做到贫困生各学
段全程资助。

精准扶贫实施以来，米脂县全面建立贫
困人口健康档案，积极落实精准扶贫医疗保
障措施，切实提高医疗保障水平，使农民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有效缓解。

米脂县不断加强对特困群众的社会保
障工作，确保特困群众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目前已建起敬老院 4 所，同时通过整合民政
低保、老年人高龄补贴、基本养老金、残疾人
生活补贴等资金，对无劳动能力的低保户、
五保户和残疾人口，按照每人每年3015元的
标准，全面实行政策性保障兜底，达不到标
准的，由县财政补足差额。

干群一心 脱贫攻坚

春节刚过，米脂县广大干部职工深入农
家小院，奔向田间地头，了解贫困户生活情
况，并对自己的结对帮扶对象进行核查、识
别、登记。

2016 年以来，米脂举全县之力，集全民
之智，充分调动全社会关注、参与扶贫的积
极性，建立了县、镇、村精准扶贫工作 3 级组
织管理体系，县上抓落实、任务到乡镇、工作
队到村、结对帮扶责任人到户，层层传导压
力，人人落实责任，全县 4200 名干部与贫困
户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了所有在册贫困
户户户有人帮、家家有人扶。米脂县向农村
选派了 125 名“第一书记”，实现了全县软弱
涣散后进村、“升级晋档”差类村、建档立卡
贫困村“第一书记”全覆盖。

在米脂县脱贫攻坚的一线，随处可见县
乡领导以及农村“第一书记”和帮扶干部的
身影。他们深入村庄院落，搞规划、争资金、
修道路、兴产业、买种子、购农具……为全县
精准扶贫工作注入强大的活力，用智慧和汗
水书写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壮丽篇章。

本报电（田立阳、杨旭景）
近日，由西北工业大学联合西
咸新区沣西新城、西安科为航
天科技集团共同建设的西北
工业大学“翱翔小镇”暨无人
机产业化基地项目正式启动。
此举标志着中国首个以“空、
天、地、海”无人系统产业集为
核心的“科教产融”创新示范
小镇，在西咸新区沣西新城正
式启动建设。预计到 2022 年
左右，“翱翔小镇”项目将形成
产业、科技、博览、教育、综合
服务五大功能板块，可带动上
千亿元产值。这也是双方共同
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挖掘产业
优势、做强创新优势、推进大
西安建设的重大举措之一。

据悉，“翱翔小镇”作为陕
西政校企合作的典型，项目规
划占地5平方公里，预计总投
资 350亿元。一期建设规划分
为 5 个区域，包括产业核心
区、科技博览区、生活聚居区、
商业配套区、教育服务区。目
前开工的无人机产业化基地
项目规划用地 580亩，计划投
资 135亿元；纸基耐磨材料产
业基地占地50亩，预计投资5

亿元。其中，无人机产业化基地主要建设无人
机设计开发及行政办公区、无人机使用维护培
训及相关配套产业孵化区、产品试制及集成测
试区、地面试验设施、小型航空发动机研发区、
民用无人机子公司区以及产品售后维修服务
区等 6 个板块，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 1000
架中小型无人机、1500台/套航空发动机、300
台/套地面站、1100台/套航空电子设备的能力
和完善的售后服务、培训开发体系，成为中国
最大的高端中小型无人机产业化基地。

未来规划将把小镇着力打造成为科教特
色鲜明、优势产业聚集、创新动力强劲、在全国
乃至世界有重要影响的科教特色小镇。同时，
无人系统能够形成、带动多个产业链，抢占产
业制高点，从而辐射陕西、全国乃至“一带一
路”沿线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翱翔小镇”还将作为世界
“空天地海”无人系统大会和全球军民融合科
技成果展暨高层论坛两个世界级会议的永久
会址，为小镇打造可持续的“空天地海”无人系
统产业前景和军民融合产业联盟。

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
陕西省委对外宣传办公室 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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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米脂产业扶贫开富路
杨新周 郭奋军 艾克胜

陕西米脂产业扶贫开富路
杨新周 郭奋军 艾克胜

米脂农民喜迎丰收米脂农民喜迎丰收 杜海斌杜海斌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