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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对元：绿色蔬菜富农家
通讯员 范筱霞

隆冬时节，当许多人已经逐渐
停下忙碌的脚步时，甘泉县道镇镇
甄家湾村的蔬菜大棚却是一派繁忙
景象，菜农们忙于管理蔬菜、收获蔬
菜，一个个辛勤劳作的画面，为这个
冬季增添了不少暖意。

一大早，太阳刚露出头，笔者
走进甄家湾村任对元的蔬菜大
棚，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片郁郁葱
葱的辣椒。任对元正在地里采摘
辣椒。“这几天的辣椒价格还不
错。”任对元一边摘荚豆一边笑呵
呵地说，仅一个大棚，他就可以收
入两万元左右。

任对元从不懂种菜，到成为
“行家”，通过努力种蔬菜走上了脱
贫致富的道路。

甄家湾村地势平坦，夏季气候
凉爽，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在当地，
冬闲人不闲，人勤地不荒，一年到
头，每户家庭都会算计如何盘好田
地种好菜，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经
济收入。

今年 61岁的任对元，每天都
会早早起床，抓紧时间采摘蔬菜，
想着卖个好价钱。“种蔬菜虽然辛

苦，但总比种其他庄稼强，增收有
保障。”任对元说，以前家里有七口
人，全靠他们夫妻种地维持生计，
根本卖不上好价钱，遇到不好的年
份，基本就是白忙活，慢慢地，种地
的人越来越少。

1992年，乡镇干部们从山东
引进大棚种植技术，还带着不少村
民外出参观学习，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种大棚。

任对元看准了种大棚蔬菜的
前景，“我外出务工，一年到头连五
个孩子的学费都凑不够，还不如试
试种大棚。”他说。

说干就干，1995年初夏，任对
元和亲戚朋友借了钱，在自家的地
上建成两个蔬菜大棚。随后，他多
次到外地考察学习，每天起早贪
黑。

通过几个月的辛勤耕耘，任对
元试种的黄瓜成功上市后，价格也
不错，第一年下来就卖了 5000余
元。“这下娃娃们上学走的时候，再
也不用和别人去借钱了。”蔬菜试种
丰收后，任对元对种菜更有信心了。

从那之后，任对元更加刻苦学

习，他把种菜当成了“绣花”，在整
田、施肥、拉膜、覆盖、种植辣椒苗
等过程中，细致地做好每一步，忙
碌的时候，几天睡不了一个囫囵
觉。不仅如此，任对元还把自己学
到的科学技术都传授给其他村
民。这样一来，任对元不仅成了村
内的科技示范户，还成为菜贩子眼
中的“香饽饽”。

在任对元的带领下，甄家湾村
共发展日光温室大棚和拱棚 198
个。

“今年的蔬菜价格特别好，经
常菜还没熟了，菜贩就进棚来预定
了，在任叔叔的指导下，我的两棚
辣子能卖五万元左右。”12月 15
日，甄家湾村村民甄强笑着说。

“他们这里的菜用的肥料是羊
粪，是真正的绿色蔬菜，市民们都抢
着买。”正在甄强大棚里预订蔬菜的
菜贩张进明说，他拉的菜主要销售
到了成都、西安、武汉等地，市场稳
定，彻底解决了销售难题，也保障了
菜农收入。

任对元对未来充满信心，“这
个棚的辣椒下架后，我准备再把小
瓜种上，等到明年5月份上市绝对
能卖个好价钱。”任对元说。

政策帮扶引进门，小康路上靠
个人。如今，有事没事，任对元就
往自家菜棚里跑，自强自立的性格
让这位朴实的农民在困境中没有
放弃对生活的希望，靠着勤劳能干
把致富的种子播撒在了脚下的土
地上。

采访结束时，已接近中午，菜农
们驾着一辆辆满载各类蔬菜的小卡
车、拖拉机、摩托车一路轰鸣，欢快
地行驶在交易市场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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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周周:带着大家一起致富
通讯员 范筱霞

“好，你们随时来，我们争取
在年前把库里的苹果都拉走，让
大家过个好年。”一大早，在甘泉
芗客隆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门
前，王周周一边联系着货车司
机，一边记录客商订单，开始了
他一天的工作。

“韩城北关街头尚荣 8号楼
4单元302要120斤。”

“济南市街道办南关社区……”
进入冬季，每天王周周的电

话总是响个不停，虽然忙碌，但
是他一直笑呵呵的。

今年 36岁的王周周，出生在
甘泉县劳山乡劳山村，2010年毕
业于山东济南畜牧兽医学院，毕
业后一直在县畜牧站打工。2016
年，镇政府干部动员村民种植山
地苹果，政府免费给村民平地、挖
坑、提供果苗，不仅如此，每年每
亩还享受150元的补贴。

看准了这个商机，2017年王
周周和家里人商量后，就租了芦
庄村山上 200余亩土地，全部栽
上了果树。

自那之后，王周周的吃住都
在山上，一有时间就从手机上察
看果树的栽植、病虫害防治等技
术，还多次自费外出学习。功夫
不负有心人，“初挂果的时候，果
商来到果园要预订，但我们准备
自己售卖，估计卖个20万元不成
问题。”王周周笑着说。

“昨天来拉苹果的货车一直
忙活到晚上十二点多，得抓紧时
间呢。”王周周带着我们快步走
进果库内。穿过院子，昨夜拉完
苹果剩下的果筐还没有来得及
收拾，在墙边叠了好几米高，货

车轮的痕迹清晰可见。
走进果库，零下三摄氏度的

存储温度，地上微微结着薄冰，
不同包装的苹果有序摆放在仓
库中。“我们的果库在存储时是
恒温恒湿，确保苹果口感营养不
打折扣。而且我们也在劳山210
国道旁办起了延安的苹果店，来
的客户既有客商采购，也有路人
自行购买，所以苹果有装袋的，
有装箱的，方便大家根据需求挑
选。”王周周介绍。

王周周的苹果事业到现在
已经有 5年的时间。2018年，王
周周建成了甘泉芗客隆果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政府给建果库
的村民100吨补10万元，他就建
成了储存量 500吨的果库，除去
合作社和果库，他自己也种有
200余亩果园，谈起这个果库，王
周周的脸上透出一份满足。“我
的果园在芦庄的山上，那里的海
拔高，昼夜温差大，适合苹果生
长，村里就是靠种苹果日子变得
好起来了。但是过去村上没有
果库，摘下的苹果不好储存，村

民们急于售卖，导致好苹果的卖
价并不高。现在有了果库，村民
们的苹果有了地方储存，就敢于
扩大规模，更加舍得投入，苹果
质量越来越好，这两年的卖价比
过去翻了一倍多。”王周周说，不
仅如此，政府对防雹网每亩补贴
2000元，这让他致富的信心更足
了。

谈话间，有两个村民来到了
果库，熟练地开始对剩下的苹
果进行装箱。“最多的时候有十
几个人在这干活，一天的工资
是 150元。对周围的村民来说，
也是一笔不错的收入。”王周周
说。

谈及未来的愿望，王周周说
道：“现在的钱越来越不好赚了，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农村能有更
多的年轻人愿意留下来，农村不
仅要富起来，更要兴起来。”

王周周这个脚踏实地的年
轻人，靠着自己的勤劳肯干，带
动更多人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2021年，王周周当选为第十九届
甘泉县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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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亩园十亩田，种苹果树是
广大农民致富的一条出路。”甘泉
县桥镇技术员王春堂对笔者说，
他出生在农民家庭，深切感悟到
农民的辛苦，自1992年参加工作
以来，一直坚守在果业发展第一
线，立志要努力帮助农民致富。

“果农待我像亲人，几天不串
果园就想去。”王春堂说，一到村
口或果园就有老乡围上来，请教
生产问题或农业技术。“到了午
饭、晚饭时，他们争先恐后拉我吃
饭，毫无保留地拿出好酒好菜，像
亲兄弟一样招待我，那感觉真像
回家一样。”

“他身体力行走在前面，大伙
跟着他也都养成了进村串果园的
习惯。”甘泉县桥镇乡桥镇村榆树
沟村村民刘旺明介绍。今年55岁
的王春堂，出生在宜川，1984年来
到甘泉，1989年在甘泉技校就读。
在工作中，他始终把走村串户看作
工作，把帮助农民致富看作责任。

“王技术员经常带着其他技
术人员来我们村一个棚一个棚地
走，看蔬菜长势，问俺有啥技术问
题，然后边走边给大伙儿讲技
术。这样，一转就是几个小时。”
刘旺明说，乡亲们富了高兴，王春
堂也跟着大伙儿乐。

“十分感谢王春堂一直上山
来做技术指导，要不然，我今年不
会有这么好的收成。”甘泉县桥镇
乡桥镇村榆树沟村村民刘旺明激
动地说。

“因为受父亲的影响，从小我
就对苹果树特别感兴趣。”王春堂
笑着说。

王春堂小的时候，父亲在自
家院子边种了几棵苹果树，一年
的辛苦劳作，换来的是家里一直
有苹果吃，这在小王春堂的心里
埋下了以后务苹果的想法。

“感兴趣还不够，要更刻苦地
学习苹果的种植技术。”王春堂是

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的教授经常到甘泉县指
导技术、办班培训，王春堂就每天
粘在教授身旁，用心倾听着他的
讲解，遇到不懂的地方，立即向教
授请教。

不仅如此，王春堂还多次参
加省、市、县组织的技术培训班，
虚心和勤奋学习让他一步步变成
行家里手，从苗木培育、调运到规
划、打点、挖坑、回填、栽植、定杆、
修剪、病虫害防治、土肥水管理。
哪里建果园，哪里就有他的足
迹。作为技术员，王春堂把苹果
园管理的新技术推广使用视为己
任，他先后参加了果园生草、铺反
光膜、果实套袋、生物防治、果树
修剪等新技术的普及，也逐渐成
为深受果农信赖的“专家”。

2008年，甘泉县大面积开展
山地苹果种植，王春堂被派往桥
镇担任技术员。桥镇是离县城最
远的一个乡镇，山地苹果园都在
山上，交通问题需要自己解决，王
春堂为了更方便地工作就买了一
辆摩托车，他每天骑着摩托车去
村里实地考察哪里适合栽果树，
还要挨家挨户地去做农民的思想
工作。

“我记得2008年春天，我正打
算外出打工，王叔叔几次动员我
种苹果树，我这才下定决心留下

来种苹果。”今年40岁的桥镇乡府
君店村村民高延亮望着刚放学回
家的两个孩子兴奋地说：“现在，
我的果园已经扩大到40亩，一年
收入不少，比打工强多了。”

2010年，甘泉县遭遇了百年
不遇的雹灾，不少果农不知所措，
危急关头，王春堂来到榆树沟村
的果园，把灾后果园管理“六措
施”及时传授给受灾果农，帮助果
农把损失降到最低。

那时，王春堂因为老婆在基
层工作，晚上回不了家，他处理完
工作上的事，晚上还要回家陪孩
子去。因为道路泥泞，王春堂骑
着摩托车直到晚上11点左右才赶
到了桥镇乡。

2014年，桥镇乡刘老庄村村
民李明军的果园白粉病严重，孟
家洼村村民张建宏的果园早期落
叶病严重。得知消息后，王春堂
从追基肥开始到整形修剪指导方
面对他们进行了指导，提出了花
前用5°石硫合剂，花后及时使用
杀菌剂的防治方法，让树势生长
良好，叶片宽、大、绿、亮，蜡质厚，
坐果明显提高，挂果量成倍增加，
果农收益也提高了一倍。

如今，王春堂的摩托车已经
报废了3辆，而桥镇乡建起了8000
余亩的果园。一到秋收时节，到
处苹果飘香，王春堂又骑着摩托
车走在了去往果园的路上……

果农的贴心人
——记甘泉县果业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员王春堂

通讯员 范筱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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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尉龙像往常一样，
在井场打扫完卫生后，骑着摩托车
准备下山去镇子里购买一些生活
用品。不同以往的是，行驶到下山
路段时，他总要多停留一会儿看看
有没有异常情况。这一习惯，源于
一个多月前发生的一件事——10
月29日晚，寒风凛冽，一位老人的
三轮车在行驶中突然下滑，幸好发
现及时，尉龙匆忙抓住老人的手把
他救了上来……

危急时刻 救人于危难

10月 29日 12点左右，尉龙
像往常一样，骑着摩托行驶在去
往镇上的路上，当他行驶到下山
路段时，迎面遇到了正骑着小三
轮车拉着饲料的康文明。尉龙
随即靠边停下，等待三轮上去他
再往下走。未曾想，康文明的三
轮车突然下滑，仅仅十几秒的时
间，三轮车就从坡侧面高 30米处
摔下。说时迟那时快，尉龙赶紧
上去抓住康文明的手，可是好几
次都没有抓住。

“不能让老人摔下去了，底
下全是石头。”尉龙回忆，当时他
的脑子里只有“救人”二字，他顾
不上那么多，顺着草林子就滑了
下去。就在康文明即将摔下去

时，被尉龙一拉，顺势两人摔进
不远处的一个小坑里。

此时，康文明早已昏了过
去，尉龙赶紧把他从坑里抱出
来，使劲地摇晃，两分钟过后，康
文明没有任何反应。尉龙这下
急了，赶紧拨打了 120 急救电
话。为了让康文明及时得到救
治，尉龙骑着摩托车把他送到桥
镇乡卫生所。

康文明左耳的耳片破裂，满
脸都是鲜血，经过医护人员现场
检查和救护，情况基本稳定，被
送往县医院做进一步救治，尉龙
这才松了一口气。

尉龙忙前忙后地为老人办
理治疗手续，又打车送老人去县
医院，看到老人情况稳定，且老
人坚持不要陪伴，他趁老人不注
意偷偷付了车费，就骑着摩托走
了。

不谈回报 弘扬正能量

起初，康文明不知道救他的
人叫什么名字，但他猜测从山上
骑摩托车下来的肯定是一名巡
井工人，所以在 11月 15日出院
后，康文明从早上 8点就站在路
口开始等候，一直到下午的 5点
30分左右，尉龙从山上往下走，

这才被康文明“逮住”了。好不
容易找到了救命恩人，康文明非
要拉着尉龙去家里吃饭，被尉龙
婉拒后，康文明又拿着现金和烟
酒去感谢，“救人是应该的，换谁
都会这么做！你再这样，我就生
气了。”尉龙坚决不收礼。

于是，康文明只能做了锦旗
表示谢意。

“全凭我遇上尉龙这个好娃
娃了，真的太感谢他了！”11月 18
日，康文明手里拿着刚刚制作好
的锦旗来到下寺湾采油厂采油
二队找到采油工尉龙激动地说。

“如果是我遇到，只有干瞪
眼的份，底下全都是石头，谁敢
拼了命去救人呢？”康文明的邻
居李二娃说。

尉龙回想起当日发生的事，
印象非常深刻。他表示，当时没
想太多就下去救人了，反应过来
才觉得有些后怕，但再来一次，
还会作出同样选择。

家里人很快知道了尉龙救
人一事，都第一时间给他打来
了电话。“他们很理解我，在确
认我安全后都为我救人而感到
自豪。”尉龙说，脚踏实地、认真
负责是父母对他长期以来的教
育主线。孩子在听闻爸爸的事
迹后，感到无比自豪，尉龙用实
际行动为孩子们树立了良好榜
样。

“这么多天过去了，我才知
道尉龙干了这样的好事，他能在
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挽救一
条生命，我们全体员工都为他感
到自豪。应该让队里的人都向
他学习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
采油二队党支部副书记李亚东
说。

尉龙说：“见到别人有生命
危险，想去施救是人人都会有的
念头，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做了一件普通的事。”

“救人是应该的，换谁都会这么做！”
——甘泉县下寺湾采油厂采油工尉龙勇救滑落山坡的老人

通讯员 范筱霞 记者 朱佳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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