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支书变身“主播” 直播带货助农增收

“直播间的家人们下午好，今天我给大家
推荐的产品是赤松茸。这个产品是和政县产
业结构调整中重点打造的一款特色农产品
……”近日，和政县城关镇咀头村党支部书记

杨胜强借助网络直播平台推介销售该县农特
产品。

时下，正值各类农产品丰收之际，而受本轮
疫情影响，咀头村种植的赤松茸、养殖的土鸡销
路不畅。为此，杨胜强积极转变工作思路，拓展
销售渠道，以流量经济减少疫情影响。

直播过程中，杨胜强不仅到该村百亩赤松
茸基地，让网友通过屏幕体验田园采摘，而且在
风景如画的山水间支起锅灶，展示赤松茸炖土
鸡、蒜蓉赤松茸、爆炒土鸡等美食制作过程，对
和政特产、美景、美食进行全方位宣传和推介，
还不时与网友进行连线沟通。

“上次的土鸡发货很快，想再拍2只，试着做
一下你说的那个赤松茸炖土鸡。”兰州网友张先
生在直播间里说。

“在之前的视频里，我给大家教过怎么做赤

松茸炖土鸡，这道菜既营养又美味，你下单收货
后，回去按照视频制作，绝对好吃。”杨胜强认真
回复网友。

据了解，在本轮疫情期间，杨胜强通过线
上直播方式销售土鸡 1400 多只、赤松茸
1100 多斤，总销售额达 20 多万元。“赤松茸
丰收后，杨书记通过直播卖得比较好，我们村
民还能拿到分红。”咀头村潘阳社村民李进成
笑着说。

近年来，咀头村党支部充分发挥引领示范
作用，在积极引导群众调整种植结构、发展赤松
茸种植产业的同时，通过“企业+村集体经济+
农户”融合发展模式，建成年出栏15万只的“嘴
头馋”品牌土鸡繁育、散养基地，通过电商、网络
直播等形式，帮助群众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实
现稳定增收。

本报记者 刘刚林 通讯员 杨爱玲

夏末秋初，康乐县鸣鹿乡高原夏菜种
植基地里的西瓜成熟，为酷暑难耐的季节
带来丝丝清凉，也让群众的日子像西瓜一
样充满甜蜜。

8月4日，记者走进鸣鹿乡高原夏菜种
植基地，看到一排排西瓜大棚首尾相接地
排列在田间。大棚里，郁郁葱葱的茎叶满
地蔓延，一个个西瓜正披着翠绿色的外衣
卧在地上，个头大小均匀、表面分布脉络清
晰的花纹，空气中处弥漫着丰收的气息。

该基地负责人张联军正带领工人忙
着选瓜、摘瓜、装箱、搬运，大家笑容满
面。“我在这里种了30多亩西瓜，亩产七八
千斤左右，主要发往广东、浙江，产出的西

瓜品质好、皮薄，很受欢迎，销路也很好。”张联军介绍道。
鸣鹿乡水质清澈甘甜，良好的地下水资源为美都西瓜

试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
的基础上，鸣鹿乡紧紧围绕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优化调
整、增加就业岗位等，推广美都西瓜种植，农业综合效益全
面提升，开创了一条“甜蜜”致富路。

今年，鸣鹿乡与康乐县庆柳特色农产品种植有限公司
商洽达成西瓜种植合作协议，将原有的60座食用菌大棚
用来种植美都西瓜，目前这批西瓜正在陆续采摘销售。

“我们多施土杂肥和有机肥，让棚里的土壤肥力大
增。优质的土质条件，再加上科学的管理、治病、治虫方
法，今年西瓜产量将远超预期。”有多年种植经验的张联军
经常给村民分享西瓜种植方面的知识。

西瓜种植不仅让张联军鼓起“钱袋子”，还带动当地
2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我们在这里打工，一天可以挣100
多块钱，在家门口务工挺好的。”务工人员马明忠说道。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今年，康乐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高原夏菜种
植面积，发展番茄、西红柿、辣椒等支柱产业。而美都西瓜
的成功种植，更是
探索出了一条产业
结构调整新路子。

近年来，永靖县关山乡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不断探索
创新乡土人才培养模式，组建了一支覆盖全
乡的百合产业“土专家”队伍，探索出一条产

业“造血”的好路子。
石台子村的张本义就是“土专家”队伍

中的一员。8月5日，记者走进石台子村时，
看到张本义正在给百合除草施肥。

说起百合种植经验，张本义告诉记者：
“栽种百合的时候，首要是选种，然后进行种
球的消毒杀菌，栽种时要使用中微量元素螯
合肥，有助于百合生长。今年，百合长势好，
收成还是可以的。”

记者了解到，今年，关山乡大力培养本
土人才，“土专家”有严格的遴选标准，要通
过群众举荐、村级申报、乡镇择优审核、培
训提升、试讲测评等多环节，按照“组织放
得心、群众信得过、产业兴得起、技能过得
硬、传授听得懂”五个标准，层层把关，逐级
遴选。

“土专家”张本义对脚下的土地很熟悉、

感情很浓厚。他常年种植百合，有丰富经
验，推广有机螯合肥，深受群众信赖。针对
种植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难题，他收集问题，
分类指导农户，精准有效地解决农户产业发
展中的技术难题。

经过张本义的技术传授，村民们科学种
植百合的意识越来越高，他们经常到土专家
地里请教，怎么种植、怎么施肥才能种出精
品百合。

“这几年，在张本义技术指导下，用了有
机螯合肥以后，百合长势相当好，产量高，品
相好，价格也上去了。”百合种植户杨进成告
诉记者。

目前，关山乡百合留床面积1.8万亩，百
合收入占全乡群众收入的70%以上。在一
眼望不到边的层层梯田里，碧绿的百合迎风
摆动，不时送来缕缕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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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玉兴 通讯员 王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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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3日中午，临夏市城
郊镇祁家村的几名志愿者从
村民马阿西牙家里端着刚盛
好的羊肉烩菜，分装成 100
份，送到祁家村温泉酒店路
口、中安景园路口、村文化广
场疫情防控值守卡点。

这天一大早，马阿西牙购
买了新鲜食材，开始动手做
饭，软糯的花卷是今天午餐的
标配，烩菜中的配菜极其丰
富，木耳、胡萝卜、葱蒜、辣椒
等，再配上新鲜煮熟的羊肉和
鲜切凉粉。中午 11 点 30 分
配送，12点准时送达3个值守
卡点。这只是今天的餐食，马
阿西牙每次都会变着花样做，
玉米煎饼、杂面馍、羊肉饺子、
拌面……“下次我想做麻辣
烫，在卡点值守的女志愿者们
一定会喜欢……”话语间充满
关切和自信。

“他们实在太辛苦了。”
“我家可以提供就近卡点的餐
食。”在微信群里大家都表示，
希望能为卡点值守工作人员
送餐，26岁的马阿西牙第一个
冲在前：“我老公是志愿者，可以帮忙送餐。我做
的饭菜在美食一条街很受欢迎，我有信心让他们
的午餐不重样。我家的店暂时关了，正好可以让
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尝尝专属于我们店的
河州味道。”

“太感谢你们了，不仅给我们送来饭菜，更
给我们带来信心和动力，感觉被爱心温暖着、包
围着。只要我们全力以赴，相信一定能渡过这
个难关，迎接最后的胜利！”祁家村党支部书记
祁玉明感激地说。

一份份热饭承载着像马阿西牙一样的热
心村民和爱心餐饮店对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
员的关爱。一餐是爱心，餐餐显真情，炎热天
气下正是这些可爱的人，勾勒出基层一线疫情
防控最温暖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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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临夏县一手抓疫情
防控，一手抓项目建设，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
科学安排、精准施策，稳妥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8月4日，记者走进临夏县职业技术学校建
设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全部佩戴口罩，
自觉扫码、测温、登记，经专用通道进入工地。
挖掘机、塔吊等忙碌作业，工人们有序施工。

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该县建设项目施工
现场严格按照省、州、县有关工作安排和《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要求，全面落
实人员进场查验“三码一证明”、生产建设场所

消杀、保持“两点一线”工作生活轨迹等疫情防
控措施，减少工人与外界接触，保证施工生产正
常、人员安全健康。按照项目建设工作机制，切
实提高项目建设主动性，做到防疫不放松、建设
不停工。

甘肃二建集团临夏县职业技术学校建设项
目经理李种卫告诉记者：“集团公司项目部严格
按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时
期，全力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在疫情防控工作
中，对所有作业人员严格按照两点一线管理，执
行‘一扫三查一验一登记’，刷门禁进入现场，每

日对作业人员居住场所进行消杀。另外，甘肃
二建集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向临夏县红十字
会捐款10万元。”

记者了解到，临夏县职业技术学校建设项
目占地面积126.63亩，总建筑面积约49290平
方米，项目估算总投资为27652.53万元。现阶
段项目已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完工率达到
30%。该项目的建成，将解决临夏县县域职业
技术教育资源缺乏等问题，满足适龄青少年接
受优质职业教育需求，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努
力实现职业教育全面发展。

临夏县：防疫施工两手抓 项目建设稳推进
本报记者 赵淑娴 通讯员 赵静

八月的临夏县河西乡，处处瓜果飘香，漫山
遍野的阳面红、向阳而生的葵花盘、饱满的甜玉
米……这些等待农民采摘的果蔬迎来上市高
峰。但受疫情影响，农产品外销成了河西乡群
众最大的“难心事”。

为此，临夏县融媒体中心主动作为，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在河西乡党委政府的
支持下，充分发挥媒体资源优势，通过网络平

台，打造“短视频+直播带货+品牌推广”线上
销售模式，开展公益直播带货助农行动，帮助
群众拓宽销售渠道，解决因疫情带来的果蔬
销售难问题。

“大家好，欢迎来到临夏县融媒体中心直播
间。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河西名优水果阳面红，
这果子果肉肉质柔软，易溶于口，汁水饱满非常
甜，赶紧下单尝一尝吧！”……直播活动开启后，

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河西乡干部、果农纷纷化身
主播。“带货主播们”如数家珍般介绍阳面红的
生长情况，还进行在线花样试吃。

据了解，此次直播互动人数达3.5万人，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等多种方式，及时解决果农销售难
题。截至目前，共销售巴梨、阳面红600多吨。其
中，线下销售582.8吨，线上销售680单3.4吨，企事
业单位定向消费2378箱13.8吨。

县融媒公益直播 开启助农新模式
本报记者 王伟如 通讯员 张宗和

本报讯 （记者 罗东升 通讯员 王
德祥）时下，正值水果玉米成熟上市季节。
康乐县麓辰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的200亩水
果玉米陆续成熟，抢“鲜”上市。

8月 8日，记者走进该合作社，看到基地
里绿油油的水果玉米整齐排列，长势喜人，
工作人员穿梭其间采摘已成熟的玉米，并进

行打包、装车出售。
“我来合作社大半年了，在这里打工既

能顾家还能挣钱。”务工人员杜玉贵说。
“我们今年种了 200亩水果玉米，水果

玉米多汁、脆甜，上市后很受欢迎。今年
气候较好，水果玉米长势好，效益也高。
合作社还吸纳周边农户务工，解决了 20

多人的就业问题。”合作社负责人何永伟
说。

近年来，康乐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依托土地流转，采取企业带动、农户自种
等方式，大力扶持发展周期短、见效快、前景
好的水果玉米产业，促进其标准化、规模化
发展。

康乐县200亩水果玉米抢“鲜”上市

兴水惠民润沃野

“等渠修好，就能按时给地里浇水了。”8
月8日，看着维修改造的水渠，永靖县盐锅峡
镇抚河村村民达朝荣喜笑颜开。

永靖县抚河自流渠灌区始建于 1969
年，1972 年建成投入运行，是为安置刘家
峡、盐锅峡水库库区移民而兴建的一处
自流灌溉工程，也是灌溉盐锅峡镇上铨、
下铨、上车、抚河四个村农田的“主动
脉”。同时，该灌区还有排洪功能。多年

来，由于渠道损毁严重，淤泥堵塞，影响
了排水灌溉效果，尤其是每到汛期，洪
水、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频发，导致灌区
部分设施浸水、泥沙沉积，甚至冲毁现象
时有发生。

群众利益无小事。2022年3月7日，总投
资750万元、长4.1公里的抚河自流渠灌区维
修改造工程动工建设，维修改造抚河干渠、跨
沟暗渠、渡槽、涵洞等，通过维修改造渠道及

渠系建筑物等灌区灌溉设施，改善灌溉条件，
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增产增效。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干渠2481米，
维修加高 600米、箱涵完成 79米、退水闸完
成 2 座、分水口 8 座。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0%。”抚河自流渠管理所所长甘文军介绍
道，该工程为2022年财政预算内以工代赈建
设项目，项目完工后，将提高灌溉保证率，改
善灌溉面积1.017万亩。

本报记者 刘红红 冯元鹏

解封不解防！
请收下这份复工防疫指南！

（来源：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