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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心县 2021 年度 12 个乡镇
综合考核中，张家塬乡跃居第二位，
不再垫底。

这一“逆袭”的背后，是张家塬
乡把组织振兴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

“一号工程”来抓。
今年 3 月，张家塬乡被同心县

委授予党建工作示范乡镇，全乡 6
个村中有 5 个被评为全县的党建示
范村。

该乡的“领头人”也很给力，乡党
委书记是来自江苏省的工学博士，视
野开阔，敢想敢干；乡长有着 20多年
的基层经验，工作抓得很紧，每月只回
一两趟家。

在今年的“新春第一课”上，杨
冕要求乡、村两级干部践行“七个更
加明白”：作风不能宽、传承不能抛、
创新不能缺、争先不能等、斗争不能
躲、团结不能松、健康不能丢。“勤、
快、严、实、精、细、廉”的干部作风蔚
然兴起。

汪家塬村部前坐落着两栋村集
体大棚，里面高低错落种着辣椒、西
红柿等蔬菜。平日里，有四五个村
民打理大棚，其中就有尚志勤。他
是村监会成员，平常在村部上班，抽
空就侍弄大棚，全是义务出工。

过去，汪家塬人要到山下预旺镇才能买上
菜，来回要走 30公里山路。有了大棚，乡亲们在
家门口就能买上新鲜菜，价钱还比山下便宜一
半。头茬芹菜收割时，村上给每户分了 3公斤，
让乡亲们免费尝个鲜。

在张家塬乡，全乡 60名乡干部都有包抓任
务在身，你 10户，我 20户，全乡农户无一遗漏。
张家塬乡副乡长马俊的包抓户在海棠湖村，最
让他牵挂的人叫寇金成，他家是村上的边缘易
致贫户。

前几年，寇金成得了癫痫和间歇性精神疾
病。妻子和寇金成离了婚，留给他一个女儿。
因为身体原因，他很多活儿干不成，家里殷实的
光景就这样衰败了下来。

寇金成高中毕业，写一手好字，还有驾照。
原本他在农村算得上个人才，后来被病给耽
搁了。

每个月，马俊都要到老寇家三四趟，看看
他家有啥困难，能帮的就伸手帮一把。老寇
有了公益性岗位，他和女儿都吃上了低保，生
活有了基本保障。今年，马俊还给这家人落
实了 8000 元的产业帮扶资金，让他们把地种
好羊养好。

在张家塬乡，乡干部不光包抓农户，还包抓
重点在建项目。

25岁的杨振宇在“光伏小镇”项目上花了不
少心血。小伙子跑项目、促签约、选址建设全程
参与。眼下，光伏板组件已完成铺设，“光伏小
镇”发电在即。

张家塬乡干部平均年龄只有 38岁，在今年
的五四青年节期间，乡党政班子为“张家塬乡的
每一天”集体代言：“青春计分秒，把一天干成两
天；青春许给党，以奋斗之我，助力乡村振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特别是对“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张家塬人深以为然：
新时代十年，他们见识到了这背后隐藏着的
水库、粮库、钱库、碳库，赚到了实实在在的生
态红利。

柠条是张家塬乡主要绿化作物之一，漫山
遍野都是。今年，该乡上马了柠条加工厂项
目，明年就能建成投产。届时，能把符合平茬
条件的柠条收割，加工成饲草出售，让生态效益

“变现”。
乡长海彬说，有了这座柠条加工厂，全乡牛羊

的“口粮”就更有保障了，乡亲们还能就近来厂子
打工。

旱塬秘境生态民宿上马“沉降式温棚”项
目，建成后“上可就餐赏月，下可生态采摘”；莲
花山上建成“四史教育馆”，辅以声光电影等现
代技术，持续抓好革命传统教育……这片红土
地上，新一轮巨变已然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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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家塬村史馆。 本报实习生 彭斌 摄

昔日旱作农业场景。
本报通讯员 苏克文 摄

层林尽染的丰收田野。
本报通讯员 苏克文 摄

5G风电基站。 本报实习生 彭斌 摄

红旗漫卷。本报通讯员 苏克文 摄

山乡青峰座座。
本报通讯员 苏克文 摄

张家塬乡山村新民居。
本报通讯员 苏克文 摄

前几年，听说要在张家塬乡发展旅游，很多
老乡都不信：这里除了旱塬，就是山沟，有啥好瞅
的？

“先干起来再说！”乡党委集体研究后，达成
了“距离产生美，偏远也是生产力”的共识，招商
引资 2000 万元、多方争取资金 2000 万元，打造

“旱塬秘境”旅游品牌。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张家

塬乡折腰沟村就打出了这样的旅游宣传语，来契
合村名、沟名。

折腰沟村有条同名的“折腰沟”，沟体绵延蜿
蜒，险峻得很。村支书胡彦奇说，这条大沟直通
环县，曾是拦截两地人们来往的一道天堑。

依沟就势，折腰沟修出一条越野赛道。除了
打造越野拉力赛，这里还引进了越野小坦克，让
游客也能驰骋沟底。

在紧邻折腰沟的一块平地上，陈列着 3节墨
绿色火车车厢，依次排开是“英雄号”“振兴号”

“红军号”。单从外面看，不知道是什么门道。上
车一瞧，才发现这里被改造成餐厅。听“列车服
务员”讲，这里推出了火锅等多种特色菜肴，很受
游客欢迎。

折腰沟村广场上有 10 孔窑洞，是村上 2017
年投资 150万元箍的，专门用来接待游客。乍一
看，传统农家气息十足：拱门洞、大土炕……在胡
彦奇的指点下，记者这才窥见了窑中的“现代元
素”，土炕被褥下有水暖设备，窑洞尽头是洗手
间。折腰沟人早就住进了砖瓦房，看着老先人住
过的窑洞成了游客眼中的“农家乐”，直呼乡村旅
游的路子走对了。

折腰沟村还有标准更高的“旱塬秘境生态民
宿”，共有 12套，分中式和西式两种，都是独门独
院，每家都配有专职服务员，挺适合举家来住。

走进一家中式民宿，矮墙围成的小院内外种
着各色花卉，清新淡雅，更显山中幽静。

在紧邻折腰沟的小山上，用青砖垒起一座
“万象台”，台上筑有“万象亭”。站在这里远眺，
心胸激荡的感觉被万象亭上的一副楹联道尽：八
百里旱塬奔来眼底，五千年风云涌上心头。

登高望远的更好去处是莲花山，就在折腰沟
村郊。沿着盘山公路驱车前往，20多分钟就能登
顶，这里海拔 1800米。运气好的话，还能目睹到
云雾缭绕的美景，风起云涌，聚散于座座青色峰
峦间，气象万千。

折腰沟村出产糜子、谷子、荞麦等多种小杂
粮，共计 5500多亩。村里建成小杂粮手工作坊，
采用老手艺加工小杂粮。今年以来，折腰沟已累
计迎来游客4万多人次。

今年上半年，折腰沟村被评定为宁夏特色
旅游村，下半年又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咱们村有种植业，有加工业，还有电商和乡村
旅游……”胡彦奇掰着手指头介绍，折腰沟村走
出了一条三产融合的新路子。

“旱塬秘境”拓新路

沿着崭新的柏油路，从折腰沟村驱车走
向张家塬乡腹地，一路走高，下一个村子就是
汪家塬。

山村被这条柏油路横穿而过，路两旁栽
着柳树、槐树、柏树等，一棵棵树木高大挺拔，
连成了绿荫。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旱塬上，树木长
得这样好的村子可不多见。更引人瞩目的，
这里是宁夏的“文化教育第一村”，出了不少
人才。

汪家塬村有近 2000人口，新中国成立以
来给国家输送了上千名大学生，其中有 33名
硕士研究生、21名博士研究生。

2014年，汪家塬村建成村史馆，里面陈列
着本村“学霸”们的事迹，图文并茂，激励后辈
人跟上。其中，就有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科院
院士张锦。

驶下柏油路，记者沿着水泥小路一路走
低，最后几百米连拐了几道山弯，才到了“院
士故居”：张锦家的老宅院。这里坐落在山脚
下的一块平地上，面对着一条蜿蜒的深沟。

院子里，是几孔幽暗的窑洞和一排门窗
掉漆的砖瓦房。1969年，张锦就出生在这个
院子里。上汪家塬小学时，他要走七八公里
山路，背着黄米等干粮到校，是自己一周的口
粮，10岁的娃娃就开始住校。

“院士故居”落成后，常有老师带着学生
们来这里，讲述张锦自强不息的求学故事，鼓
励孩子们珍惜新时代的幸福生活，长大后成
为像张院士那样的人才。

和小张锦不同，如今村里的小学生没了学
费负担，也不再背粮到校。学校提供免费的早
餐和午餐，蛋肉不断，普遍比家里吃得还好。

曾在村小任教多年的汪云老师告诉记
者，2016 年以来，同心县大力推进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村小建了塑胶跑道、多功能
教室……教学硬件的先进程度不比县城小学
差，今年，村上又考出去十几个大学生。

同心县委组织部也看中了汪家塬村成风化
人的人文底蕴，把全县的“三同”党性教育实践
基地设在这里，让年轻干部在这里和老乡同吃、
同住、同劳动。村史馆、民俗体验馆以及墩儿梁
革命遗址等丰富着“三同”培训内容。

65岁的尚玉文把家里的一间西厢房给腾
出来，专门用来接待“三同”干部。这间房子
挺宽敞，里面放着书桌、沙发、单人床等一些
简单家具。书桌上摆着各种理论著作，还有
一本《汪家塬村志》。

像尚玉文这样接待“三同”干部的农家，汪
家塬村共有50家。今年6月，汪家塬村荣获“全
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殊誉。村党支部书记张树
森说，这是村民们知书达理、知法守法的结果。

崇文重教汪家塬

在张家塬乡最南端，有一个村子名叫犁
铧嘴。

和山乡别的村子不同，犁铧嘴平坦得没有一
点儿起伏，是全乡面积最大的一块塬地。

走在犁铧嘴村，不时闻见一股酸香味，那
是青贮玉米发酵的味道。这里养牛时兴得
很，村集体和村民都在养，户均 4头以上，村里
挖了不少青贮池。入秋后，乡亲们陆续腌制
青贮玉米，为肉牛贴膘提供充足“粮草”。

2020年，犁铧嘴村集体成立养殖合作社，
由村党支部书记马成功担任法人，村上拿出
100万元项目资金发展牛产业，眼下存栏60多
头，既有育肥牛又有繁殖牛。

村集体养牛园区走的是规范化路子，饲
料、防疫、参保等统一标准，盈利更有保障，也
给群众做了示范。

说起群众养牛，犁铧嘴可有不少“传奇人
物”，王博算是一个，他是大学生“牛倌”。
2019年，34岁的他放弃银川的建筑公司工作，
回到了老家，从刚开始的 4头牛养到了现在的
23头。

见到王博时，他正在牛场忙活，脸晒得黝
黑，身上沾满了尘灰和草秸。每天早上五点
半，王博就摸黑起来，铡草、饲喂、防疫……一
直干到天又擦黑。因为懂得科学养牛，王博
的牛喂得精壮，又赶上了这些年的好政策，年

收入达到18万元。
回村养牛，王博觉得挺划算。他家种了

100多亩地，有玉米、小麦、胡麻和荞麦，青贮
玉米、油渣、麸皮、麦草都能自给，大大降低了
养殖成本。

犁铧嘴村有耕地 8400亩，村上大规模推
广覆膜种植模式，走种养结合的路子，为肉牛
产业提供了充足“粮草”。王博打算再贷款 50
万元，建个百亩养殖场，把养殖规模扩大到七
八十头。

在犁铧嘴村，有防止返贫重点监测户27户，
户户都有像样的产业，养牛的人家最多。马成
刚是其中一家。4年前，他从2头牛养起，发展到
现在的12头，就像滚雪球。

5万元贷款，是马成刚的养牛启动资金。
他年年贷款，成了防止返贫重点监测户后还
给免了利息。靠着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他
成了如今的“牛人”。马成刚还享受见犊补
母、饲草补贴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有一回，他
家一头大牛意外病死，承保公司一次性就理
赔了1.05万元，弥补了他的大部分损失。

“党和政府深入推进产业振兴和生态振
兴，养牛的大环境非常好，这才是俺们发展的
底气。”马成刚说。

2021 年，张家塬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1.1万元，比2011年翻了整整两番。

唯有产业富民久

张家塬乡距离银川市有200多公里，有近一
半的路程不通高速公路，全程要花近4个钟头。

目前在建的银昆高速公路从张家塬乡横穿
而过，2024年建成通车。届时，山乡就能接入全
国高速公路网络，到银川将比现在短一个半钟头。

山高路远也严重影响了这里的通讯。
“过去打开个手机网页，要转半天圈圈，网

速慢得很。”折腰沟村包村干部马应强回忆。
张家塬人曾经有个“默认规则”，那就是

在乡域内坐车不打手机。因为山大沟深，车
辆走到信号盲区，手机通讯就断了。与其心
里窝火，干脆就不打这种“移动”电话了。

为了破解通讯难题，张家塬乡谋划打造
“5G小镇”，接通信息高速公路。可是，这又谈
何容易？

光建一座30多米高的铁塔，就要花费40万
元。在张家塬乡境内，要建成 50—100 座铁
塔，才能实现 5G 信号全覆盖。算上基站费
用，预算总投资在 5000 万元以上。“5G 小镇”
建设遇到了瓶颈。

这些年，张家塬乡大力发展风力发电，乡
域内风机林立。乡党委书记杨冕望着这些高
耸入云的庞然大物，思路一变天地宽：就把风
机当信号塔。

在张家塬乡的推动下，吴忠移动、大唐新
能源两家公司通力合作，前者在后者运营的
风机顶部安装 5G 基站，不光借了高，还利用
了风力发电机自带的通信光缆、机房和动力
电源等资源，让建设变得多快好省。

今年 8月 30日，宁夏首个 5G风电基站试
点张家塬乡验收成功。方圆 3公里内，5G 信
号全覆盖。只花了 30万元费用，比传统架设
成本节省了70%。

折腰沟村村民张丽珍直播带货更方便了，
手机再也不卡顿了。她卖的手工鞋垫，在当地
一副只能卖5块钱，在网上售价能翻一番。

折腰沟村还建有电商门店，最火的一场
直播带货引来了 4000多万人点赞，一次性就
卖了1500公斤小杂粮、250公斤胡麻油……把
电商门店的存货都给清空了。

“5G小镇”正芳华

同心县张家塬乡距离同心县城近百公里，东邻甘肃省庆阳市环县，南邻海原县，处在两省（自治区）三县交界的地
方，是全县最偏远的乡镇之一。

这里有山、有沟、有塬，属于典型的西海固山乡，历史上“苦瘠甲天下”。
这里也是一片红得耀眼的地方。1936年6月，长征途中的红军从张家塬乡进入宁夏。至今，这里还留存着红二

方面军总指挥贺龙住过的老堡子。
基因血红，信仰如火。张家塬人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让这里换了天地和人间。

张家塬张家塬：：看得见的沧海桑田看得见的沧海桑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杜晓星杜晓星 张国长张国长

五彩斑斓的小杂粮田地五彩斑斓的小杂粮田地。。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苏克文苏克文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