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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时节，走进襄汾县邓庄镇贾庄村人民公园，满目苍翠
和绿意葱茏给人带来了丝丝凉爽。在文化浓郁、步步皆景的公
园里行走，很少有人会知道，这里曾是污水横流的“龙须沟”。

昔日臭水池

贾庄村“两委”制作的一本宣传册上，留有人民公园前身
的照片，坑洼地中间是一个漂浮着杂物的水池，照片下还配着
一行文字：原村西排水池，又脏又臭，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宣传册上的一张照片和简短的一行文字，就是人民公园
往日的真实写照。

“我们村东高西低，西侧的霍侯路又高于村庄，每逢下雨，
雨水就流到了低洼处的排水池，原来这里还种庄稼，酷暑天一
晒，庄稼要么被水涝死，要么被热水烫死，村民和村‘两委’干
部都非常头疼。”贾庄村党支部书记何世宽介绍，再后来家家
户户大多修建了水泥顶的房子，对院落进行了硬化，同时村里
的道路也被硬化，每逢下雨天，大量雨水汇集到排水池，让这
里成了名符其实的沼泽地。

贾庄村村民对曾经的排水池非常熟悉。村民刘金庄说，现
在公园的位置，原来周边是地，地边栽一些树，中间是臭水池，
夏天不仅臭气熏天，而且蚊虫特别多。

今朝靓丽景

“臭水沟成了人人称赞的人民公园，以前怎么也想不到会
有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人民公园散步的村民杨双平开心
地说。

人民公园位于霍侯路旁、贾庄村最西侧，前身就是那个曾
经人人嫌弃的臭水沟。现如今美景一一入目，古色古香的凉
亭，现代气派的音乐喷泉，苍翠碧绿的松柏，生机盎然的绿篱，
争奇斗艳的花朵……行走其间，鸟语花香，虫鸣蜂飞，令人心
情舒畅。

臭水沟华丽转身成人民公园得益于村里实施的生态宜居
建设工程。2015年，为了改善村民生产生活环境，贾庄村投资
280余万元实施了贾庄人民公园建设工程。

工程建设前期，贾庄村“两委”结合臭水沟及周边实际，
聘请专业人士进行了详细的设计和规划，并多次修改。按照
规划，建成了集党建宣传、文化展览、娱乐休闲、文化活动等
于一体的人民公园，还有大舞台、音乐喷泉、文化广场、公共
浴室等设施，在改善环境的同时，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

明天更美好

“不仅环境好了，而且越来越有文化气息。”村民刘金庄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啥，做合格党员有哪些方面的要求，廉政文化建设都是什么内容，乡村振兴怎
么回事，公园里转一转，啥都清楚了。”

贾庄村有村民 721户 2700余人，5800亩土地。近年来，在上级党委、政府的领
导和支持下，加快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形成了以种植花卉、苗木、葡萄、中药材、三樱
椒、秋葵等为引领的产业新格局。同时，依托广大站台、圆通公司为村民提供劳动就
业岗位200余个，并开展小吃、月嫂、推拿等劳动技能培训，确保群众就业增收；成
立了舞蹈队、戏曲表演队、锣鼓队等，坚持举办文艺晚会，表彰“村民道德模范、优秀
共产党员”，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精神文明新风尚；开展生态环境治理、村容村貌整
治、“三零”单位创建，实施乡风文明建设，落实乡村振兴举措，建设富裕幸福美丽和
谐的新贾庄。

“村民生活富了，腰包鼓了，文化娱乐生活要求自然高了。”邓庄镇包村干部南
井亭介绍，“我们结合乡村振兴实际，在人民公园、街巷、广场等地，通过标语、板面、
文化墙等，营造文明、和谐、向上的良好文化氛围，让村民感受当前的幸福生活，静
待贾庄更加美好的明天。”

“无证无市场，有证有销路。以后
每筐西红柿都要有合格证。”“农产品
的合格证就是身份证!”8月 3日，一幅
醒目的“图说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宣传
海报亮相市区鼓楼东大街，市农业农
村局工作人员当起了讲解员，为过往
市民宣讲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知识。

究竟啥是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市
民王女士一头雾水，买了 20年的瓜果
蔬菜从没有见过这合格证。

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科
负责人鲁清杰介绍，合格证是农产品
的承诺标识。其试行主体主要包括食
用农产品生产企业、农牧专业合作社
和家庭农牧场、种养大户。合格证在统
一样式上，附有食用农产品生产商名
称、地址、联系方式、产地、开具日期。
同时，还有生产者的“承诺”，根据国家
法律法规、相关标准，执行现有的食用
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要求，其农产品
不使用禁用限用农药兽药、不使用非
法添加物、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兽药
休药期规定并符合农药兽药残留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如此一来，合格证已具
备法律效力，一张小小的标签，使得农
产品像工业品一样身份透明，一旦出
了问题就可以追溯到底。

听了工作人员的讲解，王女士豁

然开朗，她直指海报脱口而出：“若是
黑心农户，虚假开具合格证还要被列
入黑白单。”她为这项好举措点赞。

海报的第四部分图示3内容，简要
说明农产品合格证的“使用场景”即生
产环节、收购环节和入市环节。通过环
环管控，进而加强产地准出和市场准
入管理对接，无论是生产商、收购商、
零售商都可以做到心中有数，有效实
施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全程质量安全
监管。

今年以来，全国同步施行使用农
产品合格证制度，让农特产品“持证
上岗”。为落实这一制度，从年初，我
市专门召开了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
度座谈会，明确了食用农产品合格证
试行范围、开具要求。同时，印发《临
汾市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实
施方案》，并成立推进工作领导小组，
在全市范围内进行组织实施。截至目
前，我市合格证开具总张数 190552
张 ，开 具 合 格 证 上 市 的 农 产 品
1048.484 吨。通过实施食用农产品合
格证制度，让农特产品“持证上岗”，
生产者的主体责任将进一步得到强
化，这也将更加有效地保障农产品质
量、守住农产品安全这条底线，确保
消费者吃得安心。

土里刨出的幸福日子
本报记者 祁 欣 文/图

8月的古县，峰峦叠翠，万物勃发，
在党的扶贫政策扶持下，在扶贫人员
帮扶下，石壁乡五马岭村村民靠自身
努力，过上了幸福生活。

53岁的王如庆是个勤快人，前些
年靠种地、务工收入生活，日子虽不富
裕，但除去孩子上学和日常开销，还有
结余。

201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击
倒了王如庆，一家人省吃俭用的钱刚
够看病。后来，他的妻子又患大病动了
手术，这次看病的钱全是亲戚凑的，再
加上孩子上学的开支，一家人生活举
步维艰。

结合王如庆的实际情况，乡村干
部以及驻村工作队第一时间，通过健
康扶贫和教育扶贫政策帮助一家人渡
过难关。

“那阵子，全村的各项指标已进入
脱贫阶段，后来因我们一家退回到贫
困线上。”王如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
不想拖全村人的后腿。

后来，王如庆的身体恢复了，能
下地干活了。他一刻也不耽误，种药
材能致富，就紧跟村里的先行者学
习。他在直播间还关注了各地药材种
植大户，线上学习也丝毫不松懈。去
年 6月 10日，乡镇邀请农业专家来村
里指导中药材种植，他次次不落。培
训后，王如庆意识到药材种植的重要
性，他决定先种3亩药材试试效益。

今年药材市场大好，王如庆又在

核桃地里套种了3亩远志。他看好药材
种植，要埋头实干在“土里刨金”，加速
过上幸福生活。

现在的五马岭村药材种植已初
见成效，老百姓更是踊跃实干。这些天
雨水多，村民吃过午饭都不约而同前
往药材地里拔草。47岁的张金虎就是
其中一员。

三年前，张金虎还在贫困线上挣
扎，家里靠种玉米维持生计。一直钻
研果树修剪技术的他，是村里公认的
行家里手。张金虎想凭借修剪手艺挣
钱，可到了外地，仅凭自荐很难获取
别人的信任。

2017年，张金虎的机遇来了!在乡
镇、村干部的帮扶下，他通过 3个月的
学习，考取了果树工初级职称。这回，
张金虎终于可以正大光明“持证上岗”
了。他也成了香饽饽，多次深入其他县
市参与果树修剪。同时，在全乡核桃树
优化升级中，他主动报名参与。

如今靠着手艺脱贫的张金虎更
不甘落后开始发展药材种植。在他看
来，有技术傍身加勤劳苦干，好日子

就在跟前。
村民郭文晶也揣着“奋斗的想法”

忙着调产，除了发展中药材，他还种植
时令蔬菜。村委大院后面是他家的菜
地，以种植豆角、南瓜为主。“睿智”的
郭文晶稳抓城里人消费心理，以绿色
蔬菜为突破口。他天天细致打理菜园，
统一采收后再骑着三轮车到县城卖。
现采现卖的销售理念让郭文晶收获了
不少忠实粉丝。

如今五马岭村，发展思路清晰，集
体经济优势凸显，药材种植示范园，引
领带动作用强；优化产业结构，高效农
业收益丰，家家户户都实干；改善基础
设施，便捷生活方式，宜居乡村快乐
多；榜样力量带动强，人人相互学习，
向善向上向好……他们在通往小康生
活的路上劲头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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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外盘活闲置土地，种土豆增收益。日前，在安泽县府城镇一大棚外，农民
利用闲置土地发展土豆种植，正在田间劳作的村民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这一
举措，在拓展农作物种植的同时，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 本报记者 祁 欣 摄

农产品有了“身份证”
本报记者 祁 欣

美丽 居新家园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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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杨 毅） 7 月
23 日至 24 日，市畜牧发展中心举办
全市动物防疫职业技能竞赛。这是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高技能
人才和农村人才队伍建设的有关精
神的具体行动。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全体人员、各县（市、区）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34 名竞赛选
手参加。

此次竞赛是按照山西省农业农村
厅、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
西省总工会《关于举办第二届山西省
动物防疫、动物检疫职业技能竞赛的
通知》（晋农疫控发〔2020〕3号）要求
举办，选拔出的前 3名将代表全市参
加第二届山西省动物防疫、动物检疫
职业技能竞赛。

该中心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由 5
名市、县两级高级以上职称人员组成

评委，并设巡查员2名。34名选手是由
从事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满 4年、在岗
工作3年以上的从事动物疫病防控工
作人员，经县（市、区）推荐组成。

山西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古少鹏受邀为参会人员进行理论培训
和竞赛要点讲解。竞赛采取理论知识
考试和现场操作技能考核相结合的形
式进行。理论知识考试占 20%，现场
操作技能考核占 80%，主要考核鸡翅
静脉采血、鸡心脏采血、鸡体解剖与采
样、猪瘟疫苗免疫注射、猪前腔静脉采
血等内容，由评委现场打分。

经过两个环节的比赛，6名优秀选
手脱颖而出，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

通过此次活动，全市迅速掀起
学习动物疫病预防控制知识、训练
技能的新高潮，进一步推动全市畜
牧业的健康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孟丽娟 杨正
双） 今年以来，襄汾县农业农村局采
取四大措施，助力菜农增产增收。

加强技术指导。多次组织蔬菜
专家做专题技术指导，解决菜农缺
技术的短板问题。督促大棚种植户
做好蔬菜前期品种选育及种苗订购
工作。

科学引导谋划。科学引导菜农分
析市场，从农业蔬菜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入手，积极实施蔬菜提质增效建设
工程，以效益带动产业发展。

拓宽销售渠道。积极联系电商平
台、网红带货等对接活动，优选襄汾特
色农产品线上线下走销量，拓宽销售
渠道，增加菜农收益。

加强安全排查。在全县深入开展
安全生产及防灾减灾稳定工作大排
查，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具体整
改措施和指导性意见。

筷子放在哪里？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家
家装上了橱柜，筷子大多放进了塑料制作的盒
子里。曾经木头加工制作的筷子盒成了难得一
见的稀罕物。近日，我市市民郭师傅就发现了
这样一件乡村旧物。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农村还有老人用
木质的筷子盒，再后来就逐渐消失了。”今年
已花甲之年的郭师傅介绍，塑料盒样式好看、
便于清洗、价格不高，由于众多优点，塑料盒
代替了木盒，许多木盒被废弃或扔掉，感觉非
常可惜。

这个筷子木盒是郭师傅从老家老屋里翻
出来的，长 36厘米，宽 18厘米，厚 10厘米。他
收藏这个木盒是因为不仅承载了童年的记
忆，还被上面精美的图案吸引。木盒上部和下
部雕刻着精美的花卉图案，上部的花卉上窄
下宽，左右对称，叶子、花朵、枝蔓互为一体，
舒展大方，顶端木质略有损坏，但不影响木盒
整体的形象。下部的花朵雕刻精细，雕工入木
较深，具有很强的立体感。木盒的花卉图案均
为左右对称状，与上部图案依托在木质上不
同，下部的花卉安插在花瓶里，花瓶底部浑
圆，口部敞开，如同安放上去一般，瓶与花卉
自成一体，异常精美。

郭师傅的父亲在世时曾说过，这个盒子
制作于民国时期，上部敞口可以放筷子，顶
部有孔可以挂到墙上的钉子上，底部有孔，
可以漏掉筷子、勺子洗后滴下的水珠。不仅
美观大方，而且非常实用，展示了先辈高超
的木雕技术。

筷子木盒
本报记者 张春茂 文/图

乡村 忆记

市畜牧发展中心

开展动物防疫职业技能竞赛

襄汾县农业农村局

多措并举助力菜农增收

襄汾县邓庄镇贾庄村人民公园一角襄汾县邓庄镇贾庄村人民公园一角

本报讯 （通讯员 赵文红 李 媛） 7
月 27 日，市农业农村局在襄汾县举办十
大产业集群发展暨产业扶贫培训班。培
训聚焦农业龙头企业培育、农业产业化
联合体组建、十大产业集群创建以及农
业产业扶贫成果巩固等内容进行相关政
策的解读，旨在进一步提高全市十大产
业集群发展水平，进一步巩固产业扶贫
成果。

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处处长马向
荣就《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有关政策》进行
深度解读。他从农业产业化的概念、历史
背景、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定义、政策出
台背景、省级示范联合体以及支持政策
等六方面做了专项解读。

此外，培训班还就《农业产业化相关
文件政策解读》专题讲座，重点解读省政
府 69 号文件，十大产业集群发展实施意
见、龙头企业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认定
办法等农业产业化相关文件政策，从农
业龙头企业培育、发展、申报等方面的优

惠政策进行了详细讲解。
培训会上指出，各级农业部门和广大

企业家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按照省委

“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深刻
理解乡村产业的重要性，正确认识我市乡
村产业发展的差距，切实增强做好乡村产
业的紧迫感，健全完善市县工作机制，不
断提升工作指导服务能力；要用知识武装
头脑，继续弘扬“三农”干部的优良传统、
企业家精神，抢抓机遇，再接再厉，推进乡
村产业发展，扶持企业成长壮大，延伸产
业链，提升价值链，促进产业融合，确保高
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科、畜牧
科、技术站、果桑站、蔬菜产业站、信息中
心、农业区域发展服务中心等科（站）主
要负责人，17个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分
管乡村产业工作或产业扶贫工作副局
长、股室负责人，45家省级龙头企业负责
人参加了培训。

市农业农村局

举办产业扶贫培训班

张金虎张金虎““持证持证””赚钱多赚钱多

绿意盎然的石壁乡五马岭村绿意盎然的石壁乡五马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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