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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县车城乡柏坡底村现有
村民 750人，党员 43名，共有 9
个村民小组。包括柏坡底、鲁家
河、红卫、上白古、下白古、兔儿
原、羊尖、半沟、刘家原、许尖、小
叶梁等11个自然村。近年来，柏
坡底村被各级政府部门授予“山
西省生态村”“规范化调委会”等
称号。柏坡底村党支部书记王成
发，作为群众致富路上的带头
人，他也多次荣获“优秀村干部”

“脱贫攻坚优秀代表”等称号。
“只说不干，群众不待见。”

王成发自有主见，他自担任村党
支部书记以来，严格遵守党的政
治纪律，树立大局意识，始终带
领村“两委”成员，讲党性、作表
率，攻坚克难，凝聚民心，坚持

“重生产、强建设、优环境”的发
展思路，先后多方筹资100余万
元，修建完成村委会办公场所、
村民文化活动室、文化广场、老
年活动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并
在村委会安装现代远程教育网；
在国道边修建多个公共厕所、垃
圾集中点，将鲁家河打造成全县
创卫示范点；各自然村全部实现
自来水、照明线路入户。柏坡底

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村容村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基础设施建好后，王成发又勾画起柏坡底村的经济发
展思路。他围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经济发展思路，
带领村“两委”成员跑项目、筹资金，为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
件，先后筹资 2000余万元，完成通往各自然村的道路硬化
工程34.5公里；修建鲁家河集中住宅区污水处理工程，完成
解决红卫、上白古、下白古三个自然村人畜饮水的打井汲水
项目工程；实施完成60户149口人的移民易地扶贫搬迁工
程，彻底改善村民的生活条件；利用政府扶贫资金，建设完
成100千瓦时光伏发电扶贫项目，使广大村民普遍受益；修
建刘家原200立方米蓄水池，完成200多亩果园灌溉工程建
设；实施凉水沟200亩流域治理工程，修建刘家原200立方
米蓄水池，完成果园灌溉工程建设，使柏坡底村的农业生产
条件得到彻底改善。

在产业发展上，王成发积极动员村民，在已有栽植面积
基础上，扩大增加苹果栽植面积300余亩，引进栽植果树新
品种200余亩，同时聘请市县农业技术专家，先后组织各类
技术培训，其中果树管理技术培训160余人次，养羊技术培
训50人次，其他技术培训60余人次；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
他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培养果品推销人员，培育电商和吸引
青年人才回村创业，引进企业到村里投资建厂，在本村建成
两个大型果库，每年可解决 60余个就业岗位，增加建档立
卡贫困户及其他村民的收入。

谈到柏坡底村今后的发展，王成发说：“通过多年的
努力，柏坡底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要进一步
优化农业种植结构，争取国家项目资金支持，加大兴建
农村产业园力度，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一名基层
干部，我一定会带领全村干部和村民攻坚克难，为实现
美丽乡村梦而努力奋斗。”

6月17日，来自省、市、县植保植检
部门的技术专家、企业代表、小麦种植
大户齐聚洪洞县大槐树镇冯张农场，对
小麦绿色防控示范区进行实打实收现
场测算。

在为期一天的实收测产中，技术专
家组按照高标准建设小麦病虫绿色防
控及农药减量增效为示范，在小麦种植
田里，分别对新技术试验区、关键技术
展示区、集中连片示范区，通过丈量面
积、查验清仓、校正计量器具、测定含水
量、称重、计算产量等步骤，进行随机实
打实收测产，见证了示范区小麦亩产增
效10%左右的丰收景象。

小麦增产背后的“密码”是绿色防

控。这边在场技术专家还在感叹绿色防
控的实效。那头洪洞县植保植检站站
长、高级农艺师宋毅飞指着金灿灿的麦
苗也打开话匣：“今年小麦条锈病发生
范围较广，通过采用控制点片、精细防
治的策略，在采用科学剂量进行统防的
同时，对病害发生中心进行集中控制，
既降低了农药使用量的30%、节约了防
治成本，又达到了良好的防治效果，确
保了小麦粒饱质优。”

绿色防控，增产数据能“说话”。这
场实打实的小麦测产，技术专家成员通
过查看田间小麦长势以及现场实地测
产，充分肯定农药精准施用技术等单项
关键技术防病增产的显著效果。市植保

植检站负责人李霞表示：“今年小麦病
虫绿色防控，达到预期目标。下一步，我
们要在小麦产业的控水控肥控药、推广
绿色生产技术和选育优良品种上不断
下功夫，让小麦面积、单产、总产呈现持
续增长的态势。”

事实上，近年来该示范区在积极探
索农药减量新措施，筛选高效、低毒、低
残留新药剂，集成防虫治病农药减量新
技术，展示了小麦全程病虫害专业化统
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效果，提高小麦
病虫防控组织化做到植保新技术与农
业推广紧密结合，进一步推动全市农业
可持续绿色发展，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和
农产品质量安全。

风吹金色麦浪，田间欢声笑
语。6月15日，记者走进尧都区三淇
村的红福泰农产品加工合作社，这
里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满仓的麦
粒金灿灿，送粮的车队如长龙。62
岁的张春宝站在地边上背着手、眯
着眼、悠哉地眺望远处隆隆作响的
收割机，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

今儿是张春宝自家全托管的
麦地收获的日子，他特意赶来核对
小麦产量。这收割机的速度还真是
快，一杯茶还没凉，家中的4亩小麦
就收完了。“产量出来了 1650 公
斤！”这数字让张春宝兴奋了。原本
以为今年受冻灾了，现在亩产能有
400公斤，他甚是满意。

紧接着，合作社的“新农技”小
麦秸秆捡拾打捆机上场！张春宝瞪
大眼珠看操作，打捆机从地的南头
开到北头，只见成捆的秸秆整齐划
一，地表的秸秆不过5厘米。

事实上，今年麦收前，合作社
通过考察引进秸秆捡拾打捆机并
出动十余台运输车辆，轮班换岗，
开足马力对全托管区域的小麦秸
秆进行回收。

回收秸秆好，夏播农机手陈生
文最先举手点赞！干了一辈子农机
的陈生文，每逢到了夏播时最为头
疼：一来是小麦秸秆还田处理不到位，影响夏播时玉米出苗率；二来小麦秸秆焚烧污染环境，还破坏农田土
质。现下，有了小麦秸秆捡拾打捆机，既方便播种秋作物，回收的小麦秸秆还能供应周边养殖场当饲料。这
一举措既环保又高效，不仅降低了劳动强度，有助于农业循环发展。

在麦田里，农业科技的广泛应用，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的快速推进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的新亮
点。这场面让张春宝看得过瘾！而此时，在合作社里，农户的送粮场面更是震撼人心。话说，小麦生产托管服
务包含了“耕、种、防、收”，这合作社还延伸“产后”服务——烘、储、加、销。如此一来，无论是全托管还是“菜
单式”托管，农户既能将小麦直接变现、又可把小麦临时存储在合作社，置换面粉等物品。

这不，在家“享清福”的郭春虎，6月12日就轻松完成“夏收”工作，全托管的4亩半地收获小麦1700多
公斤。

今年64岁的郭春虎患有支气管炎，已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从年初把麦地全托管给合作社。他自己算
过一笔账，原先自己种小麦从播种到收获，要历经耙压、施肥、除草、浇水、收割等22个生产环节，现在基本
所有环节都实现了机械化替代，如果按8个小时计“一个工”，托管前，种4亩半麦子得投入百十个工，现在
托管只需给个“管理费”，同时，小麦亩产却从过去的250多
公斤提高到450公斤以上。这期间不用投入人力，收益实实
在在看得见。这正是：生产服务一条龙，机械操作效率高；农
业托管链条化，老农心里乐开花。

农业托管链条化 老农心里乐开花
本报记者 祁 欣 郑远飞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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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10月，女儿呱呱坠地后，吉县
吉昌镇西关村村民白军升沉浸在初为人父
的喜悦之中。然而仅仅一个月后，忧愁就开
始在这个家庭弥散开来。一对父女的亲情
长跑就此开始了。

“求医，不畏长路漫漫”

“10天左右半个脸开始发红，一个月后
颜色变黑，全家人都吓坏了。”初夏时节，见
到白军升时，他讲述了发现女儿病情的经
过。

从孩子满月开始，为女儿看病的长跑
之旅就开始了。看着襁褓中的女儿和默默
流泪的妻子，白军升走进了我市一家医院。

“在医院做 3次脸部冷冻治疗，但没有
效果。”白军升说，“过年后，我抱着孩子走
进了北京一家医院，被诊断为面部血管瘤。
当时，参与诊断的一位热心大夫推荐我去
西安一家医院治疗。”

来到西安后，大夫结合女儿的病情制
定了10个疗程的治疗方案。按照医生要求，
一个多月需要去一趟西安。从山区县城坐
公共汽车到临汾火车站，再坐火车去西安，
然后再换乘公交车去医院，白军升每年往
返不下10次。

买包子、啃馒头、吃泡面、住廉价的小
旅馆，为了给女儿看病，白军升省吃俭用，
把全部的心血都注入到了女儿身上。

女儿面部注射疗法，白军升记不住，只
知道医生称之为“打尿素针”。一个多月一次，一个疗程需要打 10
次左右，每个疗程的费用是五千元左右，加上往返路费及吃住开
销，每年需要花费八千余元。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
为了给女儿看病，他想方设法东借西凑，到后来拆东墙补西墙，最
后用家中值钱的物品抵债，硬是挺过了6年。

流逝的日子里，让白军升最难过的不是勒紧裤带的窘迫，而是
女儿扎针难以忍受的疼痛。

“脸部发硬，注射针扎不进去，孩子疼得哇哇大叫。”“每次我配
合医生把孩子头死死摁住，不让她来回扭动的时候，心里滴血一样
难受。”“有时伤口挠破了，血流不止。”“有时伤口感染，在西安一待
就是40多天，有时孩子哭我也跟着哭。”……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6年多时间的漫漫长跑，女儿脸部的血
管瘤得到了有效控制。随后，去西安的次数少了，白军升把更多的
时间用在了务工和还债中。

“长跑，只为心中希望”

女儿逐年长大，家里条件也逐渐改善。女儿脸部的瘢痕又成了
白军升的一块心病。

“条件稍好转后，亲戚朋友劝我再生个孩子。”白军升说，每次
听到这样的话，他总是苦涩地笑笑。在他心里，一直有桩未了的心
愿，他要为孩子积攒一笔钱，帮孩子去掉因冷冻治疗留下的瘢痕，
不给孩子留下心里阴影。

对白军升来说，女儿就是他的全部。农忙时管理果园，农闲时
务工挣钱。“不敢闲下来”的白军升，一边努力挣钱，一边打听做瘢
痕手术的医院和费用。

曾经，勤劳、有头脑、有装潢技术的白军升，在为女儿看病的
道路上，把一个原本殷实的家庭拖到了困难边缘。在他最迷茫的
时候，有活儿不敢接，怕接了不能按时完成，不仅影响信誉，而且
耽误给孩子看病；果园管不过来，施肥、浇水、拉枝、修剪等工作，
落下一项就会影响收成；亲戚朋友家有喜事了，顾不上帮忙，没少
落埋怨……如今，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家境稍有改观后，他又要
为女儿去瘢痕。

2017年，白军升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向大夫
咨询女儿的手术费用，大夫了解了他的家庭情况后劝他放弃。“我
当时就说，只要效果好，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给孩子筹钱做手术。”

2017年后半年，白军升开始预约瘢痕去除手术。2018年3月，
在白军升的陪伴下，女儿走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那
一刻，孩子激动地抱着父亲，想象着手术之后跟普通人一样的样
子。

女儿的瘢痕切除手术需要在全麻下进行，做手术之前，要在身
体的其他部位植入皮肤扩张器，经过一段时间的扩张后，将扩张皮
瓣进行转移修复。这种手术较为复杂，医院还需考虑扩展器植入、
血管瘤等方面的影响，而且还要注意保持手术部位的清洁、定期复
查等。对白军升这样一个来自贫困山区的农民来说，手术费用是最
大的困难。

“辛苦攒下的钱根本不够用。”白军升说，别人都觉得，这样的
长跑太辛苦了，也不知道何时才有出头之日。

“未来，终会生如夏花”

白军升的手机相册里，存着一张女儿的照片。照片上，女儿没
有笑，但满脸坚强，她的额头高高隆起，像一个绷紧了肉皮的皮球，
右脸侧还能看到扩张器在脸皮下的轮廓。

“手术需要分阶段进行，费用至少得20万元左右，每年能做4
次，还得注意每次手术的衔接，一次不做，可能前次的付出就白费
了。”白军升说，“手术倒不怕，怕的是钱不到位。”

采访中，白军升接到了女儿的电话。“宝贝打来的，她性格可活
泼了！”看到女儿的来电显示后，白军升脸上满是喜悦。

“爸爸，这么多年让你受累了，不行咱们放弃吧，女儿好心疼
你！”听到女儿的话后，白军升的眼眶湿润了，忍了忍，眼泪还是落
了下来。他没想到，一向乖巧活泼的孩子说出这番话。电话里赶紧
安慰女儿，“不要担心钱的事，爸爸已经准备好了……”

白军升带给女儿的总是满满的希望。
2019年，女儿高中毕业后还想继续求学，白军升把她送到免

除学费的晋中卫生学校继续学习。在那里，孩子学习中医、推拿等
技能，假期回家后，积极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利用学校所学，为
劳累的父母按摩。看着懂事的女儿，白军升夫妇觉得他们家会有一
个光明的前途，他心里的劲头也更足了。

白军升的坚持和女儿的坚强，感动了不少身边的亲戚朋友。白
军升的同学吉县籍歌手朱潮勇就是其中一位。不久前，他打电话咨
询白军升家的苹果的长势如何，并要他好好管理好果园，收获的时
候发动朋友前来购买。

“不管前面是高山还是火海，我都要一直走下去，给女儿一个
灿烂的容颜。”白军升说。

路再远，也有跑到尽头的时候。这就是白军升的信念。

核心阅读
21年前，女儿被确诊为面部血管瘤

后，不少好心的亲戚朋友及邻居都劝他
放弃治疗，再生一个孩子，但他从未想过
放手，在西安利用6年时间完成血管瘤
治疗后，如今他和女儿又奔走在北京做
去除瘢痕手术的长跑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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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祁 欣

尧都区土门镇东羊有一座被列为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老庙宇，庙
宇因一座元代戏台而声名远播。庙内还
有一通石碑，珍贵之处在于其中记载有

“大顺国元年”相关内容。
大顺国的建立者是历史上杰出的

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他因“均田免
赋”“迎闯王，不纳粮”等受到当时民众
的欢迎，并让其起义军不断发展壮大。
史料记载，他攻下北京后，只当了 42天
的皇帝。在山西临汾能看到一块刻有大
顺国年号的石碑实属不易。著名作家乔
忠延在他的散文《记忆李自成》中写到
过这座庙宇中的元代戏台和石碑，文中
将元代戏台称为“稀罕物”，称这块石碑

则是“比这个稀罕物还稀罕的宝物”。
《三晋时刻大全·临汾市尧都区卷》

收录了该石碑，书中描述，这是临汾市
境内已知的唯一以明末李自成起义军
所建大顺国永昌年号纪年的碑刻。

这块石碑留存于庙内的后土圣母
大殿之前，为碣砂石质，圆首方趺，碣板
高 125厘米，宽 69厘米，厚 25厘米。碑
上还可能看到用篆书写的“记善行”3个
字，碑文为楷书，因风吹日晒，部分字迹
漫漶不清。正文有 6行，满行 61—63个
字不等，共有 160余字。从“后土神宫碣
记”中可知道，“东羊村古有东岳，后有
神宫”，历史上“其初嘉靖三年重修，又
到万历年四十XX重修”。“因风雨倾圮，

于大顺国永昌元年之秋”重修。在碑文
中还列有施财人数百个，最后刻有“大
顺国永昌年岁在甲申中秋望日工完开
光”。从碑文中可以知道，这次重修时间
为1644年。

在中国历史年代表中，找不到大
顺国的年号，而在那样一个朝代更迭
的乱世年代修庙，并将记载修庙的石
碑完好地保存下来也确实不易，这块
石碑为研究尧都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
要的实物资料。

本报讯（通讯员 马会平）在首届
“黄土地杯”山西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推荐宣传活动中，临汾市捷报频传，6
类奖项中均有斩获，共获得14个奖项。

此次活动由山西省休闲农业协会、
山西省饭店业商会、山西省名优土特新
产品协会、山西市场导报社联合举办。
活动旨在挖掘我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发展优势，积极推动特色农业与旅游
经济相融合，树立一批有代表性的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标志品牌，宣传在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建设中贡献突出的典

型单位，激励更多的有识之士投身我省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品牌建设。

此次活动网络计分以积分形式展
示，从全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单位中
推选出“美丽乡村”“领航人物”“最美民
宿”“农事景观”“特色产品”“特色美食”
6个奖项。

我市获奖名单为：襄汾县邓庄镇
燕村（荷花小镇）、乡宁县关王庙乡云
丘山村被评为“美丽乡村”；乡宁关王
庙乡云丘山村委张连水、襄汾兴民林
业成增强、林乡四季郭慧霞被评为山

西乡村旅游“领航人物”；乡宁县云丘
山康家坪民宿、安泽县飞岭村民宿被
评为山西乡村旅游“最美民宿”；乡宁
县云丘山“云丘水席”被评为山西省乡
村旅游“特色美食”；洪洞县柏亭农场
金丝皇菊景观、襄汾荷花小镇荷花景
观被评为“山西省乡村旅游农事景
观”；乡宁县美聚香凝农产品开发有限
公司美聚香凝、曲沃县南林交龙王池
莲菜、曲沃县玉生食品有限公司沃县
玉生食品、乡宁县云丘山太太饼被评
为山西乡村旅游“特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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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斩获14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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