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象小康

20222022年年1010月月1313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33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李瑞李瑞 视觉视觉//李延庆李延庆
组组 版版//景小燕景小燕 校对校对//石芳蔚石芳蔚

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他山之石乡村振兴优质金融服务“贷”动苹果营销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王文斌

看小康走进乡村

他力量乡村振兴小杂粮“挑大梁”
——宝塔区姚店镇尹屯村产业发展小记

记者 王静 通讯员 李旭

党员助农义务采摘

小康梦圆

“陈大姐，我今天来基地务工，你什么时候开车来
接我？”“陈大姐，地里的秧苗长虫了，你看得喷哪样
药？”……群众口中的“陈大姐”名叫陈尚菊，最近，她忙
着带领群众在蔬菜基地种植白菜、采摘辣椒，给莲花白
施肥。

56岁的陈尚菊原先是贵州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
区鹏程街道农业服务中心的农技干部，2016年8月，在
街道党工委的鼓励下，她带领群众创办了种养专业合
作社。2021年 8月退休后，陈尚菊放弃悠闲的晚年生
活，仍一心扑在合作社的事业上。

“每天早上我去基地上班的时候，看到退休的邻居
们去晨练，等我下班的时候，他们正好吃完晚饭出去遛
弯，有时候也想歇歇，但看着基地的务工群众每个月能
领到两三千元工资，我又觉得值了。”陈尚菊说。

6年来，在陈尚菊带领下，合作社组织群众负责鹏
程街道 4200余亩茶叶的栽种管护，实施辣椒、莲花白
等“短平快”项目 300亩左右，带动 5.7万人次就近就
业，发放务工工资400多万元。

在毕节市，像陈尚菊这样的退休干部还有不少。
近年来，毕节市紧扣乡村振兴充分挖掘“银发力量”，共
有 1700多名退休老专家、老同志深入农村，奔走在田
间地头，参与产业振兴和农业科技研究项目，为群众培
训农业技术，以院坝会、宣讲会、座谈会等方式，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向群众宣讲惠民政策，激发群众发展产业
的积极性。

2012年，23岁的返乡青年孙勇在家乡毕节市七星
关区鸭池镇成立聚沣经果林种植专业合作社，因缺乏
管理经验和管护技术，试种的20余亩葡萄都死了。正
准备放弃的时候，孙勇参加毕节市关工委组织的青年
农民葡萄种植技术培训，结识了毕节市退休农业专家
陈烈耀。

“陈老师在农业部门工作近40年，经验丰富，葡萄
栽培、施肥、剪枝、套袋、滴灌等技术，都是他来基地手
把手教我的。”孙勇说。如今陈烈耀已80岁高龄，仍经
常来基地指导技术，合作社每年葡萄产量 40万斤左
右，产值100余万元，为周边群众提供了数十个稳定的
就业岗位。

黔西市谷里镇把威望高、能力强、热心关心下一代
工作的100余名“五老”人员动员到各基层关工委组织
中，将关工委打造成乡村一支“过硬”的队伍。

2017年，为了建设 300亩蔬菜基地，谷里镇关工
委、“五老”人员等走街入户，帮助村里流转土地，为群
众答疑解惑。目前，基地共建设有 500多个大棚，种
植有圣女果、香菇、羊肚菌等，去年仅羊肚菌便净赚
300余万元。谷里镇关工委在蔬菜基地挂牌“科普教
育实践基地”，免费接收周边中小学生来此学习农业
技术知识。

“退休干部有技术、有经验、有阅历，是一支不容忽
视的力量和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将他们有效地组织
起来，释放‘银发’红利，发挥‘银发’余热，可以为乡村
振兴凝聚力量。”毕节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陈洁说。

本报讯（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张龙 杜程政）天
气逐渐转凉，但在子长市玉家湾镇贺家湾村的山地苹
果园中却一片欢声笑语。为了赶在霜冻前帮助果农大
户将苹果尽早收回果库，减少果农损失，增加收入，近
日，玉家湾镇政府组织机关党员干部来到贺家湾村山
地苹果种植大户杨三虎的果园中，开展“助农秋收”志
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党员干部成为志愿者，身穿红马甲，一来
到果园里就马上参与到采摘苹果中去。果园里，志愿
者们采摘、分拣、装箱，各司其职，忙得不亦乐乎，脸上
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最近温度突然降低，采摘工不好雇用，工价也比
往年高，光靠我们夫妻俩实在忙不过来。你们能来给
我们帮忙，真是‘及时雨’。”采摘活动结束后，杨三虎紧
紧握住志愿者的双手，不住地连声感谢。

“能为果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我感到很高兴，
这也是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应该做的。”党员志愿者魏
娟说。

近年来，玉家湾镇积极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落到实处，真正把服务
送到群众家门口、把援助送到群众手中、把爱心送进群
众心里，让文明实践活动走进千家万户，为乡村振兴添
彩助力。

志丹县双河镇桃庄湾果农李迎
飞正在采摘成熟的苹果。

2007年，李迎飞新建果园6亩，
开始发展苹果产业。经过 10多年
的种植和管理，2021年，他收入8万
多元。今年，他在县镇村三级帮扶
下，加大物资投入，同时在管理技术
上下功夫，苹果共套袋 13万个，预
计收入可超过10万元。

通讯员 杨耀武 摄

“有了这 20万元贷款，我出去订货
都有底气了。”9月 29日，在洛川县槐柏
镇兰庄村，村里的苹果营销大户张东民
高兴地告诉记者。

张东民做苹果营销生意已经 10多
年了，每年到苹果销售季，他都是周边
的“红人”，不少村民都会邀请他去看货
订果。今年，洛川苹果销售价格强劲，
张东民收购苹果的储备资金略有不
足。正在他愁眉不展时，邮储银行洛川
县支行的副行长吴东峰来到村里宣传
助力苹果销售的信贷政策。

张东民是邮储银行洛川县支行的
老客户，且信用良好。了解了张东民的
问题后，吴东峰拿起张东民的手机，打
开邮储银行 APP，通过各项操作流程，
不到 10分钟时间，20万元贷款已经到
达张东民的账户。这么快的速度，贷到

这么多的贷款，这让张东民惊讶地合不
拢嘴。

吴东峰告诉记者，为了支持农户进
行苹果营销，邮储银行洛川县支行开发
了多款信贷产品，积极走村入户进行宣
传，着力提升贷款速度，努力做到从申
请到放款最快 8分钟到账。同时，该行
今年还针对农户推出了 4个主要产品，
包括农户卡、极速贷抵押、极速贷信用
和农户保证贷款。“我们纯信用贷款最
高可以申请 40万元，农户保证以及抵
押贷款最高可申请 300万元。”吴东峰
说。

当天，在洛川县洛优源农业专业合
作社，洛川县农商行的信贷人员也前来
回访贷款发放情况。该行授信洛优源
农业专业合作社的 100万元贷款已经
到账，合作社已经利用这笔款项开始收

储销售苹果，有效解决了合作社收储苹
果的资金问题。“现在，我们可以大量的
发展一些高端客户和有账期的客户，可
以更大地提升我们的销量。”合作社负
责人王斌喜笑颜开。

不只是苹果营销大户和苹果合作
社得到金融支持，县内的苹果收储营销
企业也是得到信贷产品的大力支持。
洛川县红宝果品有限责任公司在洛川
县已经参与苹果收储营销 20多年。今
年洛川县苹果质量好，收购价格相对较
高，公司面临很大的资金压力。得知这
个情况后，中国银行洛川县支行及时为
企业授信 750万元，资金很快到账，解
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公司负责人赵
会琴说：“这笔资金的到位，解决了我们
的后顾之忧，企业也能有更多的精力投
入到苹果的收购中去。”

自从进入苹果销售季以来，洛川县
坚持把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作为着力点和突破口，探索建立了首
贷、信用贷、无还本续贷、随借随还贷的

“四贷促进”工作机制，力争使金融产品
服务精准便捷，努力通过扩大信贷规
模、创新金融产品、提升服务质效，实现
普惠金融“贷”动苹果营销。目前，全县
各商业银行及时单列信贷计划，全年计
划投放 11.6亿元贷款，助力全县苹果营
销。

“我们将进一步引导金融机构通过
多种形式的对接活动，为银企深度合作
创造条件。同时做好贷款投放的督促
工作，确保全年 11.6亿元的贷款投放到
位，有效引导金融机构严格落实助企纾
困金融政策，为苹果营销搞好金融服
务。”洛川县金融办主任王军说。

“我今年种了30多亩谷子，秆高、穗
大、粒满，长势非常好，亩产 300公斤肯
定没问题。按照当前的行情，每公斤谷
子能卖6元左右，年收入5万元以上不存
在啥问题。”说起自己今年的收成，宝塔
区姚店镇尹屯村小杂粮种植户刘随旺满
脸喜悦地说。

多年来，尹屯村由于基础设施薄弱、
产业发展单一，导致该村发展滞后。近
年来，为打破产业发展瓶颈，尹屯村转变
发展思路，充分利用昼夜温差大，适宜种
植杂粮作物的地理优势，将全村 120亩
撂荒地种成小杂粮，不断打造“生态、绿
色、有机”杂粮品牌，以产业带动粮食增
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了解到种植户在技术方面欠缺的问
题，尹屯村党支部建立技术培训制度，邀
请专家授课，通过田间课堂、现场教学的
模式，分层次、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小
杂粮技术培训。“我白天跟着专家学习谷
苗管理，查看生长情况，晚上回去查阅书
籍学习，慢慢地掌握了谷子种植管理技
术。现在，我的地从之前的10亩已经扩
大到了20亩，一年收入有四五万元呢。”
种植户刘洋以前在小杂粮种植的路上走
得并不顺畅，现在通过学习科学的管理
技术，小杂粮产量提高了，收入也增多
了。

尹屯村在持续种植小杂粮的基础
上，积极与峁圪垯公司合作，建立小杂粮

生产基地，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产业化合作模式，将小杂粮面积
扩大到 1000余亩，年收入可达 60万元，
形成了集种植、加工、包装、销售为一体
的产业链。同时，打造自有包装“五羊
川·说”品牌，不断提高小杂粮的影响

力。此外，尹屯村发挥中心村引领作用，
辐射带动周边村种植小杂粮3000亩，带
领周边村民增收致富，开辟了实现乡村
振兴的新路子。现在，小杂粮是姚店镇
最具特色和品牌优势的主导产业，“五羊
川·说”也成为了尹屯村的“特色名片”。

“镇政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品牌，完全不愁销路了，种多少要多少。
明年，我准备继续扩大小杂粮种植规模，
引进新品种，让更多绿色有机杂粮走进
千家万户。”村民李延白种植小杂粮 27
亩，以前经常为了销售发愁。姚店镇党
委、政府通过积极调研，在 2016 年和
2018年分别对接黄土情、峁圪垯等本地
农产品销售企业，签订了小杂粮种植销
售协议，打通尹屯村小杂粮销售渠道，解
决了李延白等村民的后顾之忧。

此外，尹屯村村集体购置机器，成立
了村机耕队，为村民及周边村组提供有
偿服务，服务价格每亩低于市场5元，降
低了村民小杂粮种植成本。2021年，姚
店镇政府还通过招商引资在尹屯村建设
万头养猪场 1座，猪场产出的猪粪经过
无害化处理，添加微量元素成为绿色肥
料，低价用于本村及周边小杂粮种植基
地。镇党委书记纪爱雄高兴地说：“通过
采取一系列保障措施，我们解决了小杂
粮生产、销售难题，既降低了群众种植风
险，又保证了群众种植收益，充分调动了
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小杂粮种植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实现企业、村集体经济、合作
社及农户增收的终极目标。”

“下一步，尹屯村将扩大种植规模，
提升产业效应，实现增产增收，不断壮大
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赋能蓄势。”尹
屯村党支部书记曹金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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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毕节：

释放“银发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李惊亚

● 志愿者采摘苹果

● 刘随旺看着丰收的谷子满脸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