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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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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以地有米脂水，沃壤宜
粟，米汁淅之如脂，故以名城。”
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由此得
名。得益于适宜的气候条件和
土壤条件，米脂县生产的小米
色泽金黄、质黏味香、营养丰
富，广受好评。

近年来，米脂县发挥区位
优势，深入挖掘县域红色资源，
坚持把小米作为乡村振兴的主
导产业，加快发展特色产业，不
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加快农
村农业现代化步伐，描绘出一
幅乡村振兴新画卷。

红色引领绿色发展
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走进坐落在沟壑峁梁之间
的红色村庄——米脂县杨家沟
村，映入眼帘的是高大雄浑的
扶风寨城墙和古色古香的庄园
式院落。这里古建筑文化遗产
丰富，不仅有寨墙、寨门、观星
台，还有古戏台、古炮台、古桥
等，古韵绵延间勾勒出一幅村
美民富的美丽乡村画卷。

杨家沟村是中共中央转战
陕北取得光辉胜利的标志点，
是离开陕北走向全国胜利的出
发点。该村通过立足红色文化
资源优势，凸显红色引领，以

“红色项目”刷新村庄颜值，以
“红色治理”筑牢治理根基，以
“红色支部”引领发展航向，丰
富文旅业态，实现农文旅融合
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近年来，米脂县按照市委、
市政府“文化振兴+”的思路，围
绕打造全国乡村振兴楷模村、
全国知名红色旅游目的地建设
开展各项工作。目前，米脂县
把“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
脉，全域推进黄土高原生态治
理”作为重大战略任务，深入挖
掘县域红色资源，树立绿色发
展理念，创建“红色引领、绿色
发展”党建品牌，积极绘就乡村
振兴多彩画卷。

为擦亮“红色米脂”名片，
米脂县围绕传承红色基因、弘
扬革命传统，全面加强村党组
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按照

“留存一些红色遗址、挖掘一批
红色故事、打造一个标准阵地、
选派一支驻村队伍、建强一个
支部班子、走出一条产业路子”
的目标统筹谋划，选择了10个
红色村开展党建示范工程建
设，每村补助不少于15万元。

不仅如此，米脂县围绕“建
好党组织、选好带头人、用好主
阵地”等5项目标任务，扎实推
进村级党组织标准化建设，选
优配强红色村“两委”班子，建

立第一书记上讲台、驻村工作
队关爱激励等制度，给予其本
人及家属在教育、医疗、旅游等
方面享受可择校、绿通道、免门
票等10项优待措施，开展第一
书记国情调研和评选表彰活
动，确保驻村干部扎实助力乡
村振兴。

米脂县还打造了县镇两级
“10+10”党性教育基地，制作
《十二月会议历史意义及其启
示》等精品课件，编印《曙光》等
特色教材。

此外，米脂县牢固树立绿
色发展理念，总结提炼高西沟
生态治理经验，大力弘扬高西
沟精神，全域推进“黄土高原
生态治理样板”模式，创建29
个生态样板村，每村补助200
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高西沟村
是一个仅有4平方公里的小村
庄，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经过四
任班子三代人的共同努力，把
遇雨泥浆横流、遇旱满地冒烟
的穷山沟治理成山清、水秀、林
美的“陕北小江南”，建设成为
一个闻名全国的生态村、农村
基层组织建设的先进典范。

如今，米脂县围绕县域公
共品牌创建，注册“高西沟”品
牌，建立高素质农民师资库，聘
请33名知名专家、本土人才作
为授课老师，不断充实培训师
资力量；打造《总书记来到高西
沟》《果树的修剪及管理》《浅谈
农产品电商》等 33 堂精品课
程，把绿色发展课搬到“田间地
头”，全面推动“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落地生根。

做强小米等特色产业
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为加快推进全县乡村振兴
和现代特色农业强县建设，米
脂县立足产业发展需要，同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携手建立研究
生实践基地。该基地是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植保学院在陕北地
区的首个研究生实践基地。

“米脂县作为小米的优质
生产基地，产业基础和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研究背景比较吻
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保学
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以产引才、以才育产再
到以才兴业，米脂县持续推动
人才和小米产业“双向奔赴”。

据了解，自米脂小米专家
工作站成立以来，该县已累计
引进和示范推广新品种和新技
术8项，培训指导基层农技骨
干和农民5000多人次，示范推
广面积5万余亩。同时，米脂
小米专家工作站与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携手建立了米脂县小米

产业研究专家工作站，重点开
展谷子新品种选育、良种繁育、
有机小米基地建设和节水灌溉
技术、功能产品研发等项目，为
小米特色产业发展提供有效的
技术支撑。

“通过专家工作站载体，米
脂县建立了专家和农技人员、
农民的互动交流平台，使试验
示范站成为新型农科人才培育
的重要平台，进一步推进产学
研合作，实现产业融合，促进乡
村产业振兴迈出了新步伐。”米
脂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推广站
站长任树岗表示。

2022年，米脂县谷子种植
面积12万亩，亩均较去年增收
800元到1000元。

通过近年来持续“化才为
力”，米脂县搭建起产、学、研、
销一体化平台，建设优质谷子
良种繁育基地和原粮生产基
地，并依托米脂小米试验示范
站的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加
快谷子新品种选育进程，完善
米脂小米技术标准。

同时，米脂县联合企业研
发系列小米产品，通过全产业
链把控，实现小米产业由传统
农业生产方式向高质量高效益
型产业的重大转变，把米脂小
米推向全国、走向世界，让米脂
小米真正成为人们食物多元化
的健康粮、农民的致富粮和产
业发展的“振兴粮”。

为做强特色产业，米脂县
沙家店镇李家站村也用实际行
动证实了自己。据了解，李家
站村自古干旱缺水，土地贫瘠，
只适合种植玉米、谷子等小杂
粮。2014年起，国网榆林供电
公司先后派驻3批驻村工作队
在这里开展定点帮扶。经过多
年探索，李家站村从适度发展

养殖产业到全面运作和富顺养
殖专业合作社，探索出一条以
养牛为依托、以品牌为特色，带
动面广的产业发展新路子，成
为当地产业帮扶的典范。

在和富顺养殖专业合作社
为村民带来稳定收入后，为进
一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李
家站村积极探索发展富硒种植
产业。2021年试种的 300亩
富硒农作物，经过化验检测符
合相关农业标准；2022年为周
边冯寨子村、老庙村等7个村
免费发放第一批富硒肥料42
吨、补充发放叶面肥42箱，集
中连片种植富硒谷子、苹果等
2480余亩。

“下一步，米脂县将利用富
硒谷草、秸秆、玉米培养富硒牛
肉，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打造

‘和富顺’绿色环保新农业品
牌，带动周边村子共同增收致
富。”米脂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侯琦表示。

发展旱作节水农业
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记者了解到，米脂县拥有
耕地68万亩，旱地面积占耕地
总资源超95%，多年平均水资
源总量6273万立方米，属资源
性严重缺水县。

近年来，米脂县抢抓省市
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农业战略机
遇，立足县情实际，制定了《米
脂县发展高效旱作节水农业
五年行动方案》，推动工程节
水、作物节水、制度节水有效
融合，“十四五”期间计划实施
高效旱作节水农业面积25万
亩，全力建设高效旱作节水农
业示范县。

今年，米脂县多措并举、大

力推进高效旱作节水农业项目
建设，在8镇1办78个行政村
投资8140万元实施高效旱作
节水农业5.86万亩，新建高标
准农田3.3万亩，建成高西沟、
柳家洼、对岔3个万亩谷子集
中连片示范区和9个千亩以上
谷子示范田，规模化、标准化、
机械化种植谷子3.5万亩，辐射
带动全县种植谷子12万亩，实
现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融
合、生产生态协调。

“旱作节水农业项目亩均
节水 30%、节膜 25%、节劳
20%、增产120公斤、节本增收
900元左右，全年可促进增收
3150万元。”米脂县农业农村
局局长李瑞说。

据悉，在米脂县杨家沟镇
侯家沟村，旱作节水农业项目
就大幅提高了村民收入水
平。该村通过建设软体水窖、
沟道坝蓄水设备、光伏提水设
备和田间管网，同步推进地膜
覆盖、使用抗旱保水剂、增施
有机肥等旱作集成技术，将塘
坝蓄水池内集雨提至软体水
窖，对低位地块采取自流滴
灌，解决谷子出苗期和孕穗期
缺水问题。据悉，今年项目区
谷子长势喜人，亩产达400公
斤，总产值308万元，每亩节本
增收 1000 元，全年促进增收
110万元。

米脂县副县长高远谈道：
“接下来，米脂县将在项目区采
取土地整理、土壤改良、配套灌
溉设施及良种良技推广等措
施，将旱作节水农业项目与高
标准农田建设统筹规划、捆绑
实施。全力打造设施完善、节
水高效、生态友好的现代化农
业生产基地，促进米脂县农业
高质量发展。”

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杨家沟村扶风寨全景。杜银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