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又到一年春浇时。“有收无收在于
水”，翼城县水利局抢抓农时，开足马力，尽最
大力量保证春浇面积，同时，发挥协调调度机
制，切实做到应浇尽浇，全力保证春浇用水。

3月12日，南梁镇浍吉村村民郭长有一家人
正在忙碌着为苹果园引水浇地。“我这四亩地的
苹果树，浇好浇足这次水，下半年就能增产，春
浇是大事，可不敢忽视！”

自2月初开始，翼城县水利局就着手准备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春浇工作，及时组织小
河口灌区、利民灌区、王庄扬水站三大灌区，对
全县 850所机井和 96处高灌进行了全面巡检、
维护。

截至目前，全县所有的春浇设施均运行正
常，已经完成了春浇6万余亩。下一步，县水利局
还将继续加强对全县灌溉设施的巡检力度，确
保今年春浇任务圆满完成，为全县夏粮丰收奠
定扎实基础。 （韩凯启 冯晋奇）

县水利局：开足马力保春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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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系乡土，用信念放飞青春梦想，敢做时代弄潮儿，在广袤大地上书
写着自己的青春；他勇于担当，用责任托起山区群众致富的希望，带领村民
发展香菇产业，走出一条依靠特色山珍共同致富的康庄大道；他不忘初心，
用毅力和智慧坚守在历山深处，让土里生金，践行着一名基层党员干部的
新时代使命。

他就是西阎镇香菇产业党支部书记侯东升。

不忘初心 心系故土意志坚

2015年7月，24岁的侯东升从湖北荆楚理工学院生物工程专业毕业
后，拒绝了北京、广州多家大公司的邀请，毅然决然回到距离县城40多公里
的家乡——西阎镇曹公村创业。

曹公村位于历山怀抱之中，采摘山上的食用菌、药用菌是当地人谋生
的一个手段。土生土长的侯东升从小耳濡目染，上大学报考专业时，他毫不
犹豫选择了食用菌栽培制作技术。

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劲。创业的艰难超出了侯东升的想象。身
上仅有的一万块钱，工程还没有启动就花光了。他只能向同学朋友一一打
电话，三百五百地拼凑，无奈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
里，悄悄地把家里预备给侯东升娶媳妇用的彩礼钱拿出来，塞到了他手里。

提起建大棚，侯东升不由地湿润了眼眶。为了节省开支，他既当大工又
当小工，大棚设计成什么样子、架子搭多高，他都自己摸索自己干。白天在
棚里干活，晚上回去查资料，网上帖吧里的相关文章，他一篇一篇浏览，边
学习边消化边推进每天的进度。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侯东升带领工人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施工，在村
外的空地上硬是建起了8座大棚。

艰辛创业 踏平坎坷成大道

大棚建好后，购买菌种、栽培菌棒，侯东升忙得不亦乐乎。经过几个月
的精心呵护，终于收获了第一批香菇。然而，高兴了没多久，他就又添了新
愁。香菇比较娇气，不耐储存，自己又没有气调库贮存，销路便成了大问题。

家里距离县城远，侯东升又没趁手的交通工具，无奈之下，他只能乘坐
客车去县城菜铺挨家挨户推销，经常背着几十斤香菇走五六个小时，一天
下来，人都累得虚脱了。为了快速出货，他每天凌晨4点前都会和跑运输的
哥哥一起拉着香菇赶到县城的农贸市场早市上去售卖，早晨8点钟回来接
着摘第二天的香菇。在他的印象中，那段时间里，他几乎是没日没夜连轴
转，苦不堪言，却也充实又难忘。

虽然年纪不大，种香菇的时间也不长，但侯东升为人实诚，香菇品质
高，时间一长，很多顾客都成了回头客，销路也从周边的县市延伸至河南、
河北、广东、福建等地。每年的6月份至10月份是反季节香菇销售的旺季，
许多收购商慕名前来，排队等候收购他的香菇。

随着时间的推移，侯东升的创业史也成为十里八乡的佳话，大家亲切
地送给他一个“香菇小王子”的绰号。他先后被都市110、《山西农民报》、搜
狐、网易等媒体作了专题报道，他的农场模式也被垣曲等周边县市复制推
广，一时风头无两。

饮水思源 致富不忘众乡亲

2017年8月，曹公村委会选举，年轻的侯东升被选举为村党支部副书
记，参与村两委的工作后，侯东升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老百姓相信我，我觉得应该要为村里做一些事儿。”他当时就提出
了要带领全村农户种植香菇，老百姓只要想干，第一年所有的场地、设
备、大棚、技术啥费用都不收，只需要出香菇菌棒的成本就可以了，并且
他每年都给资金不足的老百姓联系无抵押贷款，今年更是联系到了省农
担公司，为老百姓争取来了低息大额贷款二百多万元。

截至目前，侯东升累计投资 500余万元建立山耳农场，共流转土地
120余亩，种植香菇大棚60余个，年产量达100万斤，提供用工岗位30余
个。在他看来，这些远远不够，他想更多在外打工的父老乡亲返回自己家
园，不出远门就能赚到钱。

翼城县西阎镇党委副书记刘莉告诉我们，侯东升在改变传统种植，
带领村民致富的路上不断探索，为群众就业创业拓宽渠道，给广大群众
提供了可学习、可借鉴、可参考的模板，也为西阎镇建设反季节香菇十里
产业走廊当好了先锋。

以己之身，甘为星星之火；舍己之力，定成燎原之势。谈到未来，侯东
升信心满满，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领乡亲们发展香菇产业，为西阎
镇的乡村振兴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风和日丽，春暖花开。里砦镇吉壁村的田间地头，工人们正在热火
朝天地进行管道铺设作业。据项目经理王金介绍，该项目为翼城县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吉壁村第十二标段，他们具体负责吉壁的高效灌溉
水利工程管道铺设以及田间乡村道路的改造、水泥路的铺设。通过加班
加点赶进度，工人基建已经全部实现增量，计划在五月中旬至五月底之
间完成道路和管道铺设。

春耕备耕关键期，翼城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大力实施高标准农田建
设，通过提高基本农田质量、增加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推进农业
机械化进程、提高生产效率，帮助农民实现增产增收。

吉壁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解昌说起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好处
赞不绝口：“一是节水，以前大水漫灌时间比较长，两个小时才能浇一亩
地，现在通过打节，70多米一个出水口，一个小时就能浇一亩地，同时还
能多浇两水。二是增产，浇两水和浇三水根本不是一个概念，浇两水的
地，亩产量只有七八百斤，浇三水亩产量则可以达到1200斤。”

吉壁村只是翼城县 2020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一个标段。该项
目总投资 4524万元，总面积 28800万亩，涉及里砦、南唐、隆化 3个乡镇
12个行政村，分 12个标段建设实施，目前 12个标段已于 3月 12日前全
部开工建设。

本报讯 今年伊始，王庄乡把发展经济林作
为植树节活动的亮点，实施“小灌木大产业”战
略，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在王庄乡辛史村的百亩苹果种植区，村民
们正忙着栽植、浇灌，一派喜人景象。村民薛长
清今年又栽植了三亩苹果和几亩连翘，令他喜
上眉梢的是，现如今打药除草有机器，人轻松，
投工少，收益还多，日子越过越有盼头了！

东庄村人口少土地多，村里充分利用这一

优势，将经济林作为主导产业，目前已经发展苹
果树经济林 1000余亩，今年又栽植了连翘 800
余亩。在东庄村马尾山自然村，一簇簇整齐划一
的连翘苗木成为村民增收的希望。该村利用荒
坡多的地理优势，对连翘进行统一管理、统一栽
植，最大限度确保了成活率。

经济林已成为王庄乡群众增收的主导产
业。今年全乡计划发展苹果树1000亩，梨树2000
亩，连翘10000亩。 （郑 珍）

本报讯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了
第一批、第二批国家森林乡村名单，翼城县西
阎镇大河村、隆化镇辽寨河村、隆化镇中王村、
隆化镇黄家铺村、浇底乡青城村榜上有名。

森林乡村是指乡村自然生态风貌保存完
好、乡土田园特色突出、森林氛围浓郁、森林功
能效益显著、涉林产业发展良好、人居环境整
洁、保护管理有效的生态宜居乡村。国家林草局
通过乡村自然生态风貌保护、山水林田湖草系

统治理、森林绿地建设等 6个方面 25项指标进
行评定，西阎镇大河村、隆化镇辽寨河村荣获第
一批“国家森林乡村”称号；隆化镇中王村、隆化
镇黄家铺村、浇底乡青城村荣获第二批“国家森
林乡村”称号。

开展森林乡村创建对实现乡村自然生态有
效保护、绿化总量持续增加、生态系统质量不断
提高、村容村貌水平显著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明
显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张 燕）

本报讯“今天收你一万斤玉米合计九千块
钱，这是五千块钱现金，剩下的我微信转账发
给你。”“好，好，好！”日前，玉米收购商李崇虎来
到浇底乡青城村收购玉米，受到当地老百姓的
欢迎。

针对疫情影响造成农产品滞销的问题，浇
底乡通过引外力、激内力、挖潜力、强动力，破解
销售难题。

引外力:浇底乡多方联系农产品收购商进村
收购，仅玉米一项，每天就可收购30吨；

激内力:倡导机关站所党员干部、“第一书

记”、帮扶工作队，采取“以购代销”帮扶模式帮
扶农户；

挖潜力:鼓励全乡77户畜禽养殖户，优先收
购本村、本乡农产品，实现就近购买、就地消化；

强动力:与全县、全市大型养殖场、玉米收购
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形成“农户+企业”直销
通道，达成稳定合作协议。

连日来，浇底乡以村为单位，通过微信对
农户待售农产品进行登记，及时报回乡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汇总，统一发布信息，吸引玉米收
购商。 （任贤明）

本报讯 县文化和旅游局联合有关乡镇、
林业等职能部门，对翼城古城、佛爷山景区恢
复开放准备情况进行了实地检查指导，并就景
区疫情防控应急预案、防控物资配备、游客信
息登记、公共场所环境卫生消杀等工作进行了
检查验收。通过查验，上述两个景区均已符合
恢复对外开放的标准要求，经县政府同意，已
于3月7日起恢复开放。

县文化和旅游局通过实地验收、现场指导
工作、组织景区工作人员召开疫情防控培训会
等，全力做好景区开放各项工作，并要求工作
人员对游客接待中心、停车场、卫生间等公共
场所进行全方位消毒，在景区设置发热人员隔
离室，对进入禁区的游客进行详细登记。

据县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介绍，自两景区

开放之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全国医护人
员凭医师证、护士证等有效证件及身份证可免
费进入景区游览。以此致敬医者仁心，致敬最
可爱的人。

同时，现阶段，景区自开放之日起，进入景
区的游客必须携带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
件如实填写《游客信息登记表》；疫情防控期
间，进入景区的游客必须佩戴口罩，经体温检
测正常后方可进入；疫情防控期间因办公场
所、公共场所消毒需要，景区开放时间为 9：00
至 17：00；疫情防控期间为合理调节管控景区
的人流密度，暂不接待旅游团队；为防止游客
聚集，各景区暂不举行各类文艺演出和文化庙
会等聚集性活动。

（常锦华）

广袤大地写青春
——记西阎镇香菇产业党支部书记侯东升

宋榜娟

3万亩“丘坡荒地”变良田
张 燕 谷红雷

五个村荣获“国家森林乡村”称号

3A级景区恢复开放

王庄乡：把握好时节 发展经济林

浇底乡：“四力”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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