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扣苹果产业“牛鼻子”
精准施策助推贫困户脱贫

在辽阔的洛川塬，再简陋、原始的院
落，都会因一两棵苹果树的驻守，看上去
更像圣者的千年之居。

洛川县是国内外专家一致公认的世界
最佳苹果优生区的核心地带，拥有世界上集
中连片面积最大的绿色苹果生产基地，耕地
面积的80%都是苹果园。户户有果园，人人
懂苹果，是名副其实的“苹果之乡”。

洛川县紧紧抓住这一产业，大力实施
贫困户苹果产业提质增效工程。因户施
策，分类推进。对无果园的贫困户，扶持
高标准新建果园；对果园老化的实施挖
改；对果园管理水平低、效益不高的，通过
技术培训，推行标准化技术。这些举措全
面提升了贫困户果园综合效益，夯实了贫
困户产业基础。同时，洛川县还拓宽农业
保险险种和承保覆盖面，增强贫困户应对
自然风险能力。

洛川县苹果产业管理局副局长王忠诚
告诉记者：“去年，全县贫困户新建果园1132
亩，挖除残败果园315亩，育苗80亩，搭建防
雹网18亩，县上为他们发放产业补助资金
669万多元。每个乡镇都建设了一个苹果
产业扶贫示范园。”

在扶持贫困户建园的同时，洛川县还
对贫困户扎实开展了技术培训。全年开展
各类苹果产业扶贫技术培训142场次8900
余人次。免费赠送果园管理年历 3000多
份，户均一份。同时，积极落实贫困户收入
倍增措施，将贫困户吸纳到企业（合作社），
贫困户苹果免费分送、免费贮藏，全县涉果
3104户贫困户增收1151万元。

找准扶贫弱点
搭建扶贫支点

洛川县洛河峡谷地带自然条件差，产
业发展滞后，涉及 7个乡镇 1个街道办 46
个行政村 85个自然村，属于集中贫困带。
洛川县充分开发利用洛河峡谷地带土地
等自然资源，启动洛河峡谷新的经济带建
设，大力发展养殖业、农产品种植、设施农
业及服务业，多渠道增加洛河峡谷群众收
入，搭建了贫困户脱贫新支点。

在朱牛便民服务中心贠家源，贫困户
贠进芳正在地里栽种花椒，说起自家的苹
果，他摆摆手，“川地苹果不能做商品果，
只能做果汁，效益不行，五亩果园，去年也
只卖了一万元。”怎么让川地的群众也致
富呢？在朱牛便民服务中心贠家源第一
书记羽坤翔从韩城考察回来后，决定种花
椒。在告知村民花椒耐寒，且工序少时，
一夜之间，全村就报了 960亩。“我也和羽
书记去考察，一亩在韩城能买 5000元到
6000元，我对花椒的前景很有信心。”贠进
芳笑眯眯地说道。

同时，朱牛便民服务中心上乞佛村贫
困户杨耀忠刚上报了 15亩的艾草。说起
艾草，杨光耀滔滔不绝地攀谈起来：“艾草
耐旱，又容易保存，我看行。听说一亩能
挣五六千，我只要两千就行。”“我准备自
己去南阳考察一下，听我儿子说成都艾草
供货量特别大，那么，不用政府帮着卖，我
自己就能卖完，这样日子就一下子好多
了。”

与此同时，该县还在花椒树下种南
瓜、黄花菜，养殖香菇。

“1+1+1”帮扶
健康全覆盖

疾病是贫困家庭脱贫的又一只拦路
虎。为了让群众“敢看病”，就要不断降低
医疗成本。

近日，洛川县凤栖镇桥西村卫生院的
服务队上门为贫困户党田花老两口例行

进行检查，还免费送来了药品，大大减轻
了他们的负担。洛川县数字化预防接种
门诊主治医师马永生耐心地询问老人，

“血压一百八十，比原来好一些了，要多吃
点蔬菜坚持锻炼。现在也不头晕，也不头
疼吧？”“不要紧，比原来好多了。”说起自
己的切实感受党田花由衷的告诉记者，

“村上的医生对我的病情非常关心，定期
送药。平时稍个话，他们就上门来给我看
病，我们贫困户在医院也有绿色通道，看
病不需要排队。”

党田花能享受现在的便利，依托的
是健康扶贫的好政策。洛川县自开展健
康扶贫以来，对所有村组的卫生室进行
扩建改造，升级硬件设施，同时成立了

“1+1+1”签约服务团队，抽调全县 48名
中级职称以上医疗服务人员和基层卫生
院全科医师、公卫医师、村医组成 48个
团队，深入村组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
员进行一户一策、一对一帮扶。只要签
约贫困户有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把专
家叫到家里面。

同时，洛川县对全县 74个贫困村的
卫生室进行了规范化建设，下沉优质医疗
资源，把健康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不光让群众“敢看病”，重要的是让
群众“少生病”。洛川县卫计局副局长羽
冲介绍，“洛川县共有因病致贫返贫人口
1091户 1323人。我们深入推进疾病防
控及医疗救治‘十大行动’，制定了年度
实施计划、时间表和路线图，层层明确任
务。同时，严格落实健康扶贫各项政策，
一手抓精准施治斩病根、减少因病致贫
存量，一手抓预防控制断病源、降低因病
致贫增量，有效遏制因病致贫现象的发
生。”

扶贫先扶志
脱贫有信心

扶贫先要扶志。帮助困难群众脱贫
致富，首先要帮他们树立信心。

交口河镇老河湾村的常三五一家 6
口人，母亲和兄弟先天智力缺陷无劳动
能力，妻子因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常年
卧床，两个孩子刚上小学，这个年近半百
的中年人扛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常年

“不敢生病”。镇政府在得知他的情况后
协调帮助为他建了新的奶牛场。虽然现
在每年纯收入 3万多元，已经超过了脱
贫标准，但是常三五仍不满足：“我不只
想脱贫，更想致富！”“牛奶猪”成功养殖
让常三五看到了致富的希望，他说，“要
脱贫，光靠政府的好政策是不行的，关键
还要靠自己往前走。咱可不做光知道问
政府要钱的懒汉！”

黄章便民服务中心的田永德由于自
身的生理缺陷，一度灰心丧气。第一书
记郭云霄听说田永德的困难后，为他协
调了安置房，配上了假肢，过年还送来了
米面油，并鼓励他树立信心。田永德颇
受感动。去年养了 16头猪，25只羊，有
了自己的产业。“今年我准备缩小猪的规
模，多养些羊，我相信好好养，日子会好
起来的。”

在黄章便民服务中心洛安府村的贫
困户王印民家里，记者看到他正在捣鼓
去年 8月买的豆腐机，忙着磨豆腐。他
用豆子磨豆腐、豆腐渣喂猪，形成一个闭
合的小循环圈。这个以前爱在村里小卖
部打麻将的“懒汉”，自此，变成了勤快的
手艺人。提到卖豆腐产生的“责任感”，
王印民深有体会，“以前打麻将日子过得
太快了，富不富有什么当紧的？但是看
着我们村的第一书记王小勇天天往我们
家跑，自己的事别人都那么上劲，我还好
意思懒么？”他告诉记者“买豆腐一天能
挣 60、70元钱，我还自己做豆芽，手工蒸
面，一天收入一百块钱没什么问题，不
懒，我就不信我致富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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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拔穷根
——洛川县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朱佳雨 通讯员 张云鹏

初春时节的洛川，阳光和
煦，和风拂面。田间地头，村
民都忙着修建果树。满原的
苹果树似乎在安静地休眠着，
但树皮下正泛起充满活力的
绿意；暗红的花苞，像一群充
满生机的孩子，正蓄积着力
量，等待花期的到来。“再有十
来八天，苹果花就会盛开，就
会花香满塬。”陪同我们采访
的洛川县委通讯组负责人兴
奋地说。

莽莽“苹果乡”，悠悠扶贫
路。洛川脱贫攻坚的时代画
卷已经展开，古老的洛川大地
焕发出蓬勃生机。

多年来，洛川立足资源禀
赋，面向市场需求，找准贫困
户致贫症结，精准施策，全面
发力，形成了“主导产业支撑，
多产业并举，长短结合，互为
补充”的产业发展格局，进一
步夯实了贫困户产业基础，促
进了贫困户自我发展和增收
能力全面提升。

“明启，赶紧收拾好去村口坐车，记得不
要吃早饭。”富县北道德乡樱桃塬村支部书记
张春全挨家挨户安顿着。

原来樱桃塬村的精准扶贫户又要去县
医院体检了，张明启夫妇也不例外。

“国家政策就是好，我们生病住院不用花
一分钱，每年还免费来县医院体检，领导还亲
自来接我们。”3月15日清早，记者来到了富
县人民医院，看到从车上下来的张明启夫妇
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50岁的张明启是村里的低保户，夫妻双
方都是侏儒症患者，况且他还双膝残疾，妻子
张秀梅智力残疾。虽然正值壮年，两人都不
能干重活和外出务工，光景一直过得很拮据，
再加之要供两个孩子上学，一家人的生活捉
襟见肘。

但是这些并没有影响张明启脱贫致富
的决心。

现如今，精准扶贫政策就像一抹亮眼的
阳光照进了张明启的小屋。

在第一书记陈朝辉的带领下，记者走进

了张明启的家中。
“我一共才花了 2000块钱就住上了新

房。”说到这些，朴实憨厚的张明启喜极而泣，
“都没有敢想过自己在有生之年能住上新房，
国家的政策让我圆了这个梦想。”

住新房，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再正常不
过的事情了。但是对于张明启来说，这是一
件大事。

据了解，2016年，北道德乡党委对没有
能力自建住房的贫困户，采取村集体担保试
点建房，首选张明启家作为试点户，全额垫资
为他家建成了60平方米的安全住房，让张明
启一家四口有了“新”家。

“精准扶贫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会，这次
要好好把握。”张明启说。

“多亏精准扶贫政策，这一次真是让我看
到希望了。以前做梦都想摘掉穷帽子，可总
是有心无力。但是现在不同了，过好日子有
指望了，也敢去想了。”他感慨地说，帮扶工作
队的同志就像亲人一般，一步一步帮他迈好
脱贫的脚步。

张明启因身体原因没有劳动能力，早些
年，家中的果园一直在委托弟弟管理，每年给
张明启大女儿一些生活费。但是张明启夫妻
俩常年多病，要靠药物来维持，时不时还要住
院治疗，入不敷出，恶性循环……

“去年我跟我媳妇先后住了两次院，本以
为又要花一大笔钱，没想到最后一分钱都没
有花。”

“张明启的大女儿是一名大三在校生，教
育扶贫每年给补贴6000元学费，二女儿读六
年级，每年补贴1500元。当地党委政府和相
关部门对张明启的帮扶力度也很大，加上他
自身肯努力，日子肯定能越过越红火。”帮扶
干部陈彩云说。

然而张明启并不满足于现状，他决心要
早早摘掉“贫困户”这顶帽子。

张明启看得很明白，只有自己撸起袖子
加油干，命运之神才会偏向于他！

在弟弟帮忙管理果园的这几年，他靠着
三亩玉米地维持基本生活，两个女儿慢慢也长
大了，学费跟生活费是一笔大开销。张明启知

道，依靠这三亩薄地根本维持不了这个家。
“去年政府给了我10袋化肥，7万多果

袋，帮我解决了最大的难题。”张明启告诉记
者，“套袋卸袋这种活我都是雇人干，除草施
肥这些只要是能干了的活我跟媳妇自己干。”
说这些的时候，他眼里放着光，干劲十足。

2017年初，张明启决定将自己的4亩果
园要回来自己管理，这样一来，除去女儿的学
费生活费，还会有一些余头。

“去年套了5万多袋，卖了4万多元。”张
明启笑着说，4万元是他近10年来收入最多
的一年。

“看见猪圈里那头猪没？去年一窝猪仔
卖了近2000块钱呢。今年我还要多养几头，
能卖钱还能产粪，这几天把果园里剩下的树
枝拾完就能上肥。”张明启边给猪倒食边说。

2017年，张明启被富县县委、县政府评
为脱贫攻坚工作产业（自主）脱贫示范户，奖
金3000元。他高兴地说：“勤劳致富得靠自
己。虽然我没有正常人一样的身体，但只要
我人勤快，好好干，光景能过到前头。”

张明启：脱贫路上，身残志弥坚
本报记者 朱佳雨 通讯员 张伟莉

本报讯 （记者 朱佳雨 通讯员 冯妮
娜）“我这块苹果园是 1988年栽的，有 30年
的树龄了，严重老化，一年到头卖的苹果钱
都不够投资，这次就全部挖改了，栽些新品
种。”近日，洛川县朱牛便民服务中心沟曲头
村王宏义在自家苹果园里对记者如是说。

洛川县是延安苹果的发祥地，栽植历史
悠久。近年来，随着洛川苹果产业的发展和
社会进步，苹果的产量和质量都随市场提
高，农民因果致富的需求越来越高。目前，
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随着产业的持续发展
生产基地逐年老化，果园效益受到一定的影
响，基地的更新优化和升级极为迫切。

针对目前现状，2018年洛川县组织果农
对亩效益低于 3000元的残败老果园进行挖
除更新，目标是 1.5万亩，目前已挖改 5000
亩。对中低产老果园，采取综合技术措施改
造提升。同时，大力推广矮化密植栽培模
式，积极引导育苗企业（果农）根据全县苹果
品种调整规划布局选择育苗品种，指导果农
培育新优品系苗木，年内新建高标准苗木繁
育基地1个，全县建成苗木繁育基地500亩，
培育无毒矮化自根砧苗木 20万株。

此外，洛川县将按照“一类园做精、二
类园晋档、三类园提升”的要求，抓好成龄
标准园升级晋档和幼园示范点创建工作，
综合配套各项技术措施，建成 50亩以上集
中连片标准园 36个、幼园规范化管理示范
点 12个，幼园规范化管理示范基地达到 5
万亩。大力推广果园生草（种植绿肥）、树
盘覆草、地膜覆盖等多元免耕覆盖技术。
积极推进特色果园创建，逐步配套智慧果
园、观光果园等设施。

● 洛川县朱牛便民服务中心
沟曲头村老园挖改现场

● 给菌棒注水

本报讯（通讯员 曹川 记者 张吉祥）
今年以来，黄陵矿业机电公司以管理提升年
为抓手，以做精做优生产服务，打造“可靠机
电、精品机电”为目标，大力开展“基础优化”
工程，夯实运行基础；持续加强成本管控，完
善体制机制建设；扎实推进人的安全行为治
理，强化安全管控，三措并举，不断深挖内部
潜力，筑牢发展根基。

夯实运行基础，筑牢发展根基。一季度
以来，该公司以内部优化提升为重点，不断
完善内部构架的体制机制建设。以电网春
季预防性试验为契机，加大供水、供电、网络
通讯的巡检力度，建立设备运行台账，对设
备运行质量进行跟踪评价，使设备健康上
岗。深入推进“精品机电”“可靠机电”两大
工程建设，以创新工作室为平台，不断在技
术创新、优化作业工艺流程、“五小”发明上
狠下功夫，进一步提升人员综合素质，大力
弘扬“工匠精神”，不断提升机修机加工服务
质量，密织全覆盖式的售后服务网络，使用
户用的放心、修的安心。

加强成本管控，提升管理效能。该公司
建立以定额控制为核心的成本管控体系，全
面推进岗位自主经营，实行以“生产部门为主
体，财务部门监管”的成本管控机制，制订《成
本管理考核办法》严肃监督考核，严格预算及
审批环节，制订成本定额天花板，将成本管控
责任分解到班组及职工层面，层层压实责
任。同时完善《修旧利废管理考核办法》，制
订年度修旧利废目标任务，积极采取“修复使
用、改造使用、变更用途使用”的“三级分类原
则”，最大限度发挥“旧件”价值。

实施安全铸魂，推进安全治理。该公司
以人的安全行为治理为抓手，大力推进安全
铸魂工程，堵塞生产全过程的安全漏洞。充
分发挥班组长、安全员、群安员的三级响应
机制，完善班前自查、班中排查、班后总结的
闭环隐患排查机制，建立健全 A、B、C三层
人员档案管理，积极开展案例帮教、亲情帮
教、技术帮教活动，使不安全人逐步转化为
安全人。同时，加大干部走动式管理，加强
领导带班值班制度，进一步巩固稳定的安全
发展态势。

强化基础建设
筑牢发展根基

黄陵矿业机电公司“精耕
细作”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