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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山区党岔镇王家坬村桥涵施工现场

横山区高镇冯家峁村发放奖补资金横山区高镇冯家峁村发放奖补资金

休闲农业休闲农业

在横山区第三届“无定河美 稻蟹飘

香”稻蟹捕捞节现场，游客们兴致盎然地赏

美景、捉螃蟹、品美食……每年农历八九

月份，正是螃蟹最为肥美的时节，眼前一望

无际的金色稻田，一只只体肥爪壮的稻田

蟹在水中游走，游客们可以近距离参观稻

蟹养殖基地，手拿工具享受田间捕捞乐趣，

现场品尝肥美稻蟹，参与特色农产品展销、

蟹王争霸赛等多项互动体验活动。

“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到新鲜肥美的螃

蟹，还能参加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这体

验感真是太好了！”榆林市民刘先生赞叹道。

横山区境内无定河绵延百余公里，

湿地辽阔。紧扣区委“一带三区多点”产

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目标，横山区积极

探索生态农业发展新路径，在无定河沿

岸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景观农业、渔副业

和文化旅游业，深度挖掘水稻规模种植

潜力，从辽宁等地引进优质蟹种，发展

“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生态稻蟹综合种

养殖模式，并发挥其在稳粮、增渔、提质、

增效、生态、环保等方面的作用，探索出

一条“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绿

色发展”的路子，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

力与生机。2023年，横山区水产养殖面

积达1849公顷，稻田养蟹面积达2670公

顷，水产品总产量 1300吨，渔业经济总

产值达4000多万元。

如何将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转化为

产品胜势，实现产业持续发展，促进区域

经济稳步提升？横山区第二次党代会明

确提出，要围绕无定河“百里画廊”建设

目标，按照无定河流域文旅发展全产业

融合、全季节体验、全方位辐射和全社会

参与思路，将横山无定河文旅打造成榆

林乃至陕西“旅游+文化+产业+新型城镇

化复合发展一体推进”的典型示范。

2023年 7月，横山区与榆林旅投签

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按照协议联

合打造“无定河文旅带”，将横山老腰鼓、

波罗古堡、波罗老瓷厂、党岔啤酒厂、无

定河稻田及横山羊、稻田蟹、响水豆腐等

优势特色农业品牌相融合，通过文旅产

业带动无定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以“文

旅+农业”深度融合打造无定河流域新的

经济增长极，促进乡村振兴转型升级。

通过一系列农村经济发展政策的落

实和项目的落地，横山区强基固本筑堡

垒，逐步构建起“一带三区多点”的农业产

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以芦河、无定河沿

岸为主线，利用地理优势、文化优势、水资

源优势，集中建设集生态农业、设施农业、

观光农业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带。同

时，健全标准化生产、精细化加工、仓储冷

链、物流配送、集散交易等体系，重点打造

无定河上游省级农业示范区、无定河中下

游稻渔综合绿色种养区、芦河东岸和无定

河南部区域旱作节水农业先行区，依托

“一带三区多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吴文英）

近年来，榆林市横山区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工作主线，紧紧围绕乡村振兴
“二十字”总方针，聚力投身农业农村主战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实现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一幅产业兴村富民的乡村振兴新景象徐徐展开。

在横山区高镇冯家峁村，冬日的

村委会大院里热闹非凡，严寒天气丝

毫抵挡不住人们脸上的喜悦，当地政

府和帮扶单位为村里 95户远志种植

户发放了总计 40万元的远志销售奖

补资金。

“今年我种远志刨了十几亩地就

卖了20多万元，今天又领到2万多元奖

补资金，这要感谢党的好政策，今后我们

种远志的信心更足了！”种植户李玉龙

一边数着刚领的钱一边兴奋地说。

“2023 年 ，全 村 远 志 种 植 面 积

3700 亩 ，覆 盖 50%的 农 户，收 入 达

1500多万元，辐射带动横山全区种植

远志面积达1.3万亩以上。下一步，冯

家峁村将逐步打造成为陕北最大的远

志集散基地和药厂远志专供基地，带

动横山及周边地区远志产业快速发

展。”展望全村未来发展前景，冯家峁

村党支部书记鲁鹏信心满满地说。

冯家峁村远志产业的不断发展壮

大，是横山区在乡村振兴实践中，精心

选取的一批示范点、代表村，集中培育

特色产业，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的一个

缩影。按照横山区乡村振兴规划布

局，2023年，全区安排衔接资金 6760

万元，高标准创建市级示范村8个，巩

固提升示范村 13个，通过党建引领、

特色产业发展、经营主体带动、人居环

境整治、社会治理、人才引进、文化赋

能、集体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改善“十大提升行动”，推动乡

村振兴示范村实现五大振兴目标，涌

现出了一批以高镇冯家峁“村集体经

济合作社+农户”、双城王梁“龙头企

业+村集体经济+园区+农户”、雷龙湾

沙峁“经营主体+村集体经济+农户”的

产业发展模式，为全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蹚出了一条产业化、规模化、特色

化产业发展和村民致富之路。

在扶持特色产业发展过程中，横山

区用准用活“产业奖补”政策，出台《特

色产业奖补办法》，安排衔接资金1137
万元，奖补中药材、果业、稻渔、水稻新

型经营主体四类五个项目，采购并发放

各类播种机、肥料、种子、地膜、滴灌带

等价值 1600余万元的农用物资，促进

“羊、稻、药、果”等特色主导产业不断发

展壮大。同时，安排衔接资金 1120万

元，扶持2797户低收入户新建标准化羊

舍和草棚，购置饲草料加工机具，提升

产业发展能力、促进产业持续兴旺。

在横山区党岔镇王家坬村的农田

地里，长 10.9公里的砖扎田间生产道

路正在铺设中，村民孙旺金和几个村

民干劲十足。他说：“以前的路一下雨

满是泥泞，到农忙时三轮车陷在泥里

根本走不动，太耽误干活了。现在给

我们把这条路铺成了砖路，以后干农

活就方便多了。这些年，村上还组织

我们干活赚钱，又不用出远门，真是太

好了！”

此时的王家坬村，长 70米的桥涵

修建工程主体已完工，村民王利平正

忙着赶附属设施建设进度。此前通过

严格考核，王利平成为村里以工代赈

项目务工队的一员，月收入几千元，既

能挣到钱又能照顾到家，比外出务工

实惠多了。

新建基础设施，补齐了产业发展

短板，让村民们倍感振奋。王家坬村

党支部书记王长军介绍说，村上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坚持尽量用人工不用

机械的原则，采取群众决策、群众参

与、群众受益的方式，带动当地 90多

名村民参与务工，实现了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与促进村民增收双赢。

按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决策部署要求，为切

实提高帮扶项目资金使用成效，横山

区健全完善帮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

出台了《帮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实施

办法》，大力推广“经营主体直接带动、

吸纳就业、资产入股、以工代赈”等联

农带农模式，带动农户参与产业发展，

持续增加群众收入。同时，加大以工

代赈项目建设力度，创新拓展赈济模

式，充分发挥“赈”的高效作用，着力盘

活劳动力闲置资源，让脱贫户、监测户

通过务工形式参与项目建设，获取劳

动报酬，逐步形成了以工代赈带动产

业发展、实现村民就近就地就业、拓宽

增收致富渠道的生动局面，有力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

家庭农场是带动小农户与现代农

业发展的有效衔接，是促进现代农业加

快发展的新载体。横山区坚持把家庭

农场培育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

手，大力培育产业特色鲜明、经营规模

适度、经济效益明显的家庭农场，促进

农业产业和新型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

为群众增收致富提供坚实保障。

寒冬时节，以休闲观光农业为主营

业务的横山区农夫日记家庭农场进入

了休整期，忙碌了一夏的农场负责人

马斌斌找来农业专家，一起规划来年农

场业务拓展事宜。

为了带动周边农户共同致富，2021
年6月，马斌斌将自家农场和其他6家家

庭农场、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1家公司组

建成立了横山区农夫日记家庭农场联盟，

主要从事粮食瓜菜种植、休闲观光、农业

社会化服务、粮食加工、品牌销售、冷藏保

鲜、农残膜回收等业务，并通过“龙头企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科技人员+基地+农
户+外销市场”模式，为联盟成员提供品

牌、信息、金融、科技和管理等全产业链综

合服务。成立联盟，不仅有利于提高各成

员的生产技能、产品品质，促进联盟品牌

建设和影响力提升，还可以实现抱团致

富、合作共赢的绿色发展目标。

横山区拥有耕地 160 万亩、林地

240万亩、草地120万亩，农业生产条件

优越，产业涵盖农、林、牧、副、渔等农业

生产各领域，特别是有着农畜产品种类

多、品质好的优势，发展家庭农场得天

独厚。按照“一带三区多点”农业产业

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横山区把成立家庭

农场作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

引擎，围绕羊子、山地苹果、小杂粮、稻

渔综合种养、绿色蔬果等特色产业，大

力培育发展家庭农场。

为推动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横山

区紧抓惠农政策机遇，制定了《横山区实

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细则》，按照“发展

一批、规范一批、提升一批、推介一批”的

思路，强化指导、优化措施，统筹推进培

育工作。此外，还出台《榆林市横山区特

色产业奖补办法（试行）》，整合安排资

金，对从事苹果、绿豆、中药材、羊子、稻

渔等种养殖产业以及对新评为国家级、

省级、市级示范的家庭农场进行奖补。

同时，区上积极协调中国农业银行等金

融机构，推广惠农E贷，简化贷款流程，

放宽申贷条件，解决经营主体融资难问

题；与国企合作，为家庭农场提供现代农

业技术指导支持；组织农户进行技能培

训，提高其科技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能

力，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训 16场 421人

次，培训覆盖率达80%以上。

通过精准化施策、常态化管理、系统

化培训等有效措施，目前，横山区共规范

发展家庭农场579家，其中，省级家庭农

场64家、市级家庭农场24家、区级家庭农

场267家、家庭农场联盟1个。全区以羊

产业为主的家庭农场有310家，以杂粮为

主的有98家，以山地苹果为主的有35家，

以中药材为主的有21家。家庭农场乡镇

覆盖率达100%，214个行政村覆盖率达

99%，平均经营规模为80.25亩，户均年收

入23万元。2023年，横山区被评为第三

批“陕西省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县”。

产业奖补 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以工代赈 实现农民增收致富

振兴乡村 培育发展家庭农场

文旅+农业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无定河流域稻蟹飘香无定河流域稻蟹飘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