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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要想致富，就先得解放思
想。”看着66岁的黄加仁满怀希望的眼
神，你能想到吗，说这话的人竟是村里
建档立卡贫困户。

“眼下，合作社把这么好的果树苗
给咱，这就等于给咱打开了致富门
路。”黄加仁咧嘴一笑，他瞅着地里刚
栽下苹果苗的样子就像看“自家娃子”
一般亲。

“活到老学到老一点没错。科学种
地是关键。”如今，这话成了黄加仁的

口头禅——他走到哪儿宣传到哪儿，
要想摘掉贫困的帽子，就得跟着党走、
用“科学方法”种树致富。

这些都是记者 3月 13日，在浮山
县响水河镇岗上村的见闻。

如今，在浮山县响水河镇岗上村
发展苹果种植已成了脱贫致富的头等
大事，他们结合省、市专家调研和建
议，选择“响富”苹果种植项目，作为当
地经济发展的增长点。

可贫困户没钱购苗、施肥、管护咋

办？镇党委书记李晓奇带来好消息：县
里有政策，财政支持果树产业投入。运
用“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通过

“整合扶贫项目和社会资金、统发果
苗、统购农资、统一技术、统一销售”的
方式，解决贫困户运营难题，实现贫困
户抱团发展。

“有了好项目，千万不能偷懒。”曾
经没本钱、没技术只能“望树兴叹”的
黄加仁，这些天像极了 20 岁的小伙
儿，一鼓作气完成了 20 亩的果树栽
种，从挖坑施底肥到栽树浇水，他把

“科学种树”放首位，哪里不懂直接实
时连线“技术员”。问他为啥这么拼，黄
加仁搓着手上的老茧说：“时间不等
人，心气不能松。我盼着果满树，日子
越过越好。”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果树的发
展是长期可持续项目，栽培期间如
何管护；在果树生长初期，林下作
物如何发展？这些在种植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使村民们越发渴望及时
学习农技知识。现在岗上村掀起了

“学习热潮”，县、乡部门开展了果
树科学管理等一系列课程，村民们
听后都说收获大。再加上，村里成
立了岗兴苹果种植合作社，村民还
可根据自身情况把苹果树托管给
合 作 社 ，由 合 作 社 统 一 管 理 和 销
售。如此一来，多元化的经营模式，

可有效解决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等
问题。

背靠大树，本钱不愁，技术推广
的效果更是立竿见影；县农业系统干
部常态式的田间指导；合作社组织外
出学习和讲座……如今，“保姆式”帮
扶，使一株株“响富”果苗安营扎寨，
850 亩果园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贫困户有了可持续增收的
产业，他们的脸上挂满笑容。

可这样的好政策，并不意味着“养
懒汉”。在岗上村的苹果产业发展协议
中一行“黑体”字格外醒目，若有半路
撂挑子的“懒汉”，要全额退还所享受
的扶贫政策补助。甭说，这法子还真有
效，白纸黑字，贫困户在签字时要理
性、还得负责任。他们清楚认识到果园
来之不易，所以安下心，成了项目的坚
定拥护者。

“相信发展就是硬道理，通过发展
产业可有效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岗上
村的‘响富’苹果将会甜进村民的心
头。”李晓奇如是说。如今的响水河镇
根据不同村庄的特点、优势和发展需
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优化产业结
构、延伸产业链条、拓展农业功能、发
展新兴业态，增强贫困人口的“造血”
能力。从被动脱贫到主动脱贫，从扶

“志”到扶“智”，响水河镇在实践中探
索一条致富路。

3月18日，在永和县协农农机销售有限公司院内见到白立平时，他正
在学习农机修理技术。2019年 9月，永和县农业生产托管项目实施过程
中，永和县捷登农机专业合作社通过竞争上岗，成为永和县农业生产托管
3家合作社之一，白立平则被永和县捷登农机专业合作社选为农机手，完
成了贫困户到农机手的转变。

“装这个零件需要一些技巧，不能使蛮劲。”“这个零件磨损厉害，如果
继续使用容易发生安全事故，需要及时更换。”……修理现场，39岁的张
立军是白立平的师傅，张立军教得认真，白立平听得仔细，遇到农机修理
方面的问题，白立平都会虚心向张立军请教。

今年 41岁的白立平是永和县南庄乡刘家圪崂村人，两个孩子，一
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由于种种原因，白立平家被列为该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2019 年，永和县开始实施农业生产托管项目后，有拖拉机驾
驶技术的白立平经过驾驶考核等程序，成为捷登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农
机手。

“我家有 58 亩地，大多都是坡地，耕种困难，全部靠天吃饭，外
出务工照顾不了家，在家种地遇到天旱收入又不高，多亏了县里
开展的农业生产托管。”白立平介绍，“县里开始实施农业生产托
管项目后，中标的合作社需要招聘并签约一批农机手，由于爱钻
研、肯动脑筋，有驾驶经验的我被聘到捷登农机专业合作社，成为
了一名农机手，农忙时耕地种田，农闲时在农机公司免费学习修
理技术。”

白立平成为捷登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农机手后，工作一天会得到 200
元的报酬，不仅耕种了自己的农田，还能从合作社获得额外收入。

农业生产托管项目实施后，不仅节省了众多托管农户的劳动力，推进
了山区农作物种植机械化，大大降低了百姓的生产成本，提高了劳动产
出，还解决了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

“去年 9月份以来，我们又投资 100余万元购买了数台现代化农用
机械，随着农用机械的不断增多，需要培养自己的农机修理员，方便及
时检修、维护农机，遇到机械故障时也便于及时解决。”捷登农机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任海军介绍，“作为合作社机械手，我们将他培养成技术型

‘土专家’，不仅在农忙时有活儿干，而且在农闲时节可以通过农机保养
检修获得劳动报酬，增加劳动收入。”

2015 年 8 月，安泽县人社局原国
虎到马壁乡东里村任“第一书记”。斗
转星移、寒来暑往，四年多的时间里，
他夜以继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用自己的实干担当、敬业奉献，书写了
东里村打赢脱贫攻坚、加快乡村振兴
的新答卷。他的奉献与付出得到了社
会的一致认可，先后被授予“全省干部
驻村帮扶工作模范‘第一书记’”“全
省最美基层干部”“临汾市五一劳动奖
章”“安泽县优秀‘第一书记’”等荣誉
称号。

接地气方赢底气

东里村位于安泽县南部，该村地势
偏僻，交通不便，群众思想观念滞后，集
体经济薄弱，是远近皆知的贫困村。原
国虎驻村之后，进农家、入田间、到地
头，与村民们促膝谈心；走访老干部、老
党员，问村情、听民意，与群众同吃、同
住、同劳动，用了不到半年时间，摸清了
全村的家底子、诊断出了滞后的“病根
子”、找到了脱贫的“药引子”、盘算出发
展的“大盘子”。

岁月更替，时光如梭。四年间，原
国虎从村民眼里的“外来户”变成了百
姓心里的“贴心人”；由农村工作的

“门外汉”变成了“三农”工作的“行家
里手”。四年间，东里村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建猪场、搞基地、开网店、
办公司，带领村民闯出一条致富路，成
了农村产业发展可复制、可借鉴的“示
范样板”。

抓产业增收致富

2016年初，原国虎和村“两委”结
合本村实际，经多方考察，确立了与山
西大象集团合作、筹建一座养猪场的
思路。

为建设猪场，原国虎多方筹措争
取资金 30万元，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办
妥了相关手续。为保证工程质量，原国
虎吃住在猪场建设工地。功夫不负有
心人，目前东里养猪场出栏了 4 茬生
猪，总收益达 44 万余元，并打破了大
象集团在晋南地区的养猪成活率、肉
料比等多项指标纪录，为村集体年增
收 4 万元，入股贫困户户均增收 1200
元。

为延伸产业链条，打造绿色生态农
业，拓宽增收路径，他带领村民建起绿
色农作物种植示范基地，种植绿色杂
粮、蔬菜 130余亩。采用“直播平台+电
商平台”全程可追溯的方式，使东里绿
色农产品在市场上一炮打响，直接带动
10余户贫困户户均增收 1300元，村集
体增收8万余元。

乐奉献不负韶华

脱贫路上，成功与艰辛并存。驻村
四年间，原国虎把责任和担当扛在肩
上，先后两次选择留任。驻村以来，他始
终以村为家。谁家有事，他总冲在最前
面，给予最多的关怀，而把自家的“小
家”抛在身后，答应妻子和孩子的事却
总是一拖再拖，毅然决然奋斗在东里
村。村民赵彩菊的孙子突发高烧，原国
虎得知后，二话没说，开车拉上孩子就
赶往县城医院。

日复一日的奔波操劳，连续奋战的
原国虎累倒了。老乡们几天没见着他，
纷纷跑去村委会询问，当看到他虚弱地
躺在床上输液体，身怀六甲的爱人在一
旁照顾时，村民们被这一幕深深地感动
了。

欲问秋果何所累，自有春风雨潇潇。
原国虎筑梦脱贫路、情系众乡亲，以实际
行动展现了一位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和
担当，用真心、真情、真爱谱写了一曲不
负韶华、奋进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3月12日植树节。早上刚吃过饭，襄
汾县陶寺乡崇实村党支部书记李保刚来
到建档立卡贫困户李廷章的家里，商量
种植花椒的事儿。“他们老两口年龄大
了，身体也不好，山里有20亩耕地，不好
耕种。花椒现在价格挺好，种了 20亩花
椒，预计一年能挣三四万块钱。”

前两年，通过土地确权，李廷章家分
了 20亩山坡地，土地贫瘠，再加上老两
口身体不好，几乎就半撂荒似的扔在那
儿了。

乡村两级干部和驻村帮扶队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多次上门做工作。今天，李
廷章老两口经过一番商议，把20亩山坡
地全部栽上花椒树。

脱贫有了产业，帮扶再送一程。伴着
缕缕春风，寂静的土地上顿时忙碌起来。
在崇实、在各个村落，陶寺乡党委把主题
党日活动的阵地搬到了荒坡种植一线，
组织党员干部和部分志愿者与贫困户一
道整地、挖坑、浇水，为贫困户栽上花椒
树。驻村帮扶队队长关民说：“今年是脱
贫攻坚的决胜之年，也是交账之年，只有
选对好的产业才能真正让老百姓实现脱
贫致富。对陶寺而言，选择花椒种植就是
这样一条对的、好的致富之路，这也是变
输血为造血，厚植老百姓脱贫致富能力
的好办法。”

小花椒，并不只为脱贫而备，它还孕
育着更大的能量。陶寺乡乡长梁富强介
绍，陶寺乡属于一个山区乡镇，全乡共有
5.8万亩耕地，旱地多达 4万多亩。多年
来有重工矿、轻农业的传统，乡亲们种植
的意愿和积极性不高。然而，随着“一城
三区”规划的实施，一些高耗能、高污染
的企业面临淘汰和关闭。如何让老百姓
增收、让群众致富，成为陶寺乡下一步发
展绕不开的话题。

为了觅得良方，2019年以来，陶寺
乡党委经过外出考察、反复调研、充分
论证，提出了利用“三荒”变废为宝，发
展花椒产业，走特色种植的破题之策。

“俗话说：靠山吃山。花椒种植，耕地的
劣势就变成了优势。一是花椒种植非常
适合山坡地，而陶寺最不缺的就是山坡
地。二是花椒市场需求量大，市场前景
好。三是移民搬迁造就了大批可供花椒
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流转土地。四是
花椒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成熟后
可带动大批的村民务工，可谓一举多
得。因此，我们打算用 3年时间打造‘红
色’东山万亩花椒种植园区。”陶寺乡副
乡长王永胜介绍。

“覆膜时要盖起来，往上边放一点
肥，再把两边对齐就行了，保持水分，保
证成活率高。”伴随着陕西韩城的花椒
种植技术人员师衍荣的细心指导，万亩
花椒种植园区一期 2000亩项目在常垣
村启动。广袤的土地上被植下一棵棵新
绿。“咱们眼前所看到的就是襄汾县万
亩花椒种植基地一期 2000亩的项目核
心区。花椒产业是摇钱树，也是风景带。
去年该乡组织干部和群众代表到韩城
芝阳镇考察时，就被漫山遍野的花椒所
震撼。当前，提出了‘打好四张牌，搞活
一座城’的思路，即安全底牌、生态绿
牌、民生富牌、文旅品牌。其中，民生富
牌，就是指花椒产业。发展花椒产业，就
是下一步农业调产和乡村振兴的发力
点和主方向。我们有信心把花椒产业打
造成陶寺的支柱产业、脱贫产业、拳头
产业。待到花椒成熟之时，这里将呈现
漫山遍野、红似玛瑙的繁荣景象，既是
一望无际的摇钱树，也是襄汾县文化旅
游业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襄汾县陶寺
乡党委书记张军介绍，把山区变成壮观
的“陶寺红”、把万亩荒坡变成致富良
田，从蓝图走向现实。

抓党建促脱贫，抓产业促发展。陶寺
乡利用“三荒”变废为宝，通过典型示范、
逐步发展的思路，引导带领群众走特色
农业种植的路子，为产业转型、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蓄力，为群众开启“麻辣”生
活之旅。

“响富”苹果敲开致富门
本报记者 祁 欣 文/图

从贫困户到农机手
本报记者 张春茂 文/图

小花椒开启“麻辣”新生活
本报通讯员 李 康 郭 帆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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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宋九龙 陈 浩）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
汾西县对竹镇前坡村党支部充分发挥
党组织轴心作用，在现有网格基础上，
以“防控疫情，我们报到”为新机制，形
成以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抓宣传、
村“两委”和志愿者抓防控疫情的分工
协作模式，积极动员党员群众落实联防
联控措施，合力构筑群防群治的“防疫
大堤”。

防控疫情、舆论先行。根据疫情发
生情况，“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紧紧
围绕“三个统筹”，即统筹网上网下、国

内国际、大事小事，着力强化显政，把握
舆论主导。第一时间对村民关心的焦点
问题进行详细解读和科学回答。

精准施策、群防群治。疫情防控必
须坚持“一盘棋”总基调，各项工作都
要围绕疫情防控来开展。一方面，健全
信息报告制度，特别是对防范新冠肺
炎的信息报告工作，必须及时反馈，保
证信息畅通；另一方面，最大限度保证
生产生活平稳有序，确保菜篮子、面袋
子不缺货，水电气暖“生命线”不中
断，人文关怀跟得上，最大限度满足群
众复工复产的需求。

汾西县对竹镇前坡村

党群筑起大堤防疫情

村民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栽种苹果树村民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栽种苹果树

栽上红花椒栽上红花椒 种下致富树种下致富树

抓好防控 不误农时

白立平学习农机维修技术白立平学习农机维修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