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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时乡村振兴

“果三代”转型记
陕西日报记者 马腾文

这些天来，被幸福包裹着的李海民
有些烦恼。

因为他用了一项新技术，使往年只
能产 200吨苹果的果园，今年一下子收
获了 450吨苹果，产量翻了一倍多。李
海民没法儿不高兴，没法儿掩饰自己的
幸福。但也正是这“突如其来”的苹果，
让他陷入苹果多得无处存放的烦恼之
中。

自家的冷库明显存放不了这么多苹
果，他不得不求爷爷告奶奶地四处借冷
库，帮他存放苹果。

12月12日，在李海民收完苹果的一
个多月后，记者来到延安市洛川县菩提
镇白家塬村采访。李海民的妻子刘红艳
对记者说，还有100箱苹果没能入库呢！

李海民家是洛川县有名的“苹果世
家”。他爷爷李新安在 1947年，赶着毛
驴，经过大半个月的长途跋涉，从河南省
灵宝县买回 200株苹果树苗，建起了洛
川县第一个苹果园。在老辈人耕种糜谷
的地里建果园，无疑是洛川塬上开天辟
地的新鲜事。李新安的胆识让周围的乡
亲们第一次见识了什么叫“一亩园可顶
十亩田”。大家都夸胆大的李新安给他
家栽了一园子的“摇钱树”。

李海民的爷爷种苹果，李海民的父
亲也种苹果。

20世纪 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实行后，土地被分到了各家各户，村里
人开始盘算是种玉米好还是种糜谷和荞
麦好？李海民的父亲像是早就想好了似
的，毫不犹豫地把自家的田地变成了果
园。李海民说，爷爷种苹果，靠的是胆
识，靠的是先人一步；父亲种苹果，靠的
是经验，靠的是爷爷积攒和传授的“手
艺”。就是靠着这个“手艺”，李海民的父
亲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果园面积也从
最初的 3亩、5亩，一点一点地扩张到了
90亩。

到了李海民手上，他依然种苹果。
但是，和爷爷、父亲相比，他种苹果不光
靠胆识与经验，更倚重科学技术。他毕
竟念过书，懂得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
道理。所以，自1987年李海民从父亲手
里接过苹果园算起，他的“折腾”就一路
翻新着花样，从未间断。小打小闹不算，
光是大型技术改造就进行了3次。

刚接手的第二年，李海民就果断地
对老果园进行更新换代。在他看来，父
亲辛苦经营的苹果园，小国光品种太老
了，不光产量低，品质也不好。于是，他
把所有的老果树连根拔掉，全部栽上了
日本红富士苹果。看着那么好、那么大
的树说毁就毁了，村里人都觉得可惜，很
不理解李海民的做法。过了几年，看到

李海民种的新品种苹果卖上了好价钱，
大家服了，夸他跟他爷爷一样，有胆量、
有气魄。

可是，新树长了没几年，李海民又开
始折腾着挖树。原因是乔化果树树冠看
着挺大，但产果量不高。专家说，矮化树
苗优点多、产量大。他听了专家的话，就
把自家的果园全部进行了矮化，而且使
用了矮化建园无支架的栽培模式，大大
降低了种植成本。

可以说，这些年来，大到选品种，小
到剪枝、施肥等田间管理，李海民几乎每
走一步，都听从了专家的建议，步步踏着

“科技的节拍”。这种执念，让李海民一
路尝尽科技的甜头，一路品尝着丰收的
喜悦。熟人都羡慕地说，不管市场行情
咋样，不管别人挣不挣钱，反正李海民的
苹果年年都能卖上好价钱。

而李海民前年着手进行的第三次大
技改，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这次，他听从专家建议，给他的果
园全部换上了“中国根”。就这个小小
的“手术”，效果大大超出了李海民的
预期。刚刚改良的第二年，还远远未
到盛果期，果园产量就提高到原先的
两倍多。

李海民口中的“中国根”，其实就是
“青砧”，是我国自行研发的一种高科技

矮化砧木。这是由山东青岛农科院用平
邑甜茶与柱形苹果杂交选育的无融合生
殖苹果矮化砧木，具有产量高、适应性
广、抗逆性强、亲和性好等优秀品质。

给果园选用青砧？李海民的这一举
动，刚开始并不被众人理解。大家都在
怀疑，换一个青砧，苹果产量就能像专家
说得那般厉害？吃了“科技红利”的李海
民却对此深信不疑，他大胆地将90亩苹
果树陆续用青砧进行了嫁接。

专家说，普通的果树，没有 5年时
间，很难进入盛果期，但李海民用青砧嫁
接的苹果树，3年不到，就迎来了丰产，
而且产量让李海民“目瞪口呆”，平均亩
产翻了一倍还要多。地没有增加，树也
没有增加，一下子“凭空”多出那么多的
苹果，这让同行很羡慕。他们纷纷打趣
李海民，这哪里是在种苹果，分明是在种

“金子”嘛！
经历着幸福与烦恼“双重刺激”的李

海民告诉记者：“‘凭空’来的这些苹果多
得无处可存，虽然让我烦恼不已，但这是
一种幸福的烦恼，是一种高兴的烦恼，我
希望这种烦恼今后越多越好。”说罢，他
转过头继续忙碌起来——他说他得趁着
冬闲，赶紧把冷库扩建一下，因为明年的
苹果肯定比今年更多，他不想为冷库的
事再生烦恼了。

地没有增加，树也没有增加，果园一下子“凭空”多出了那么多苹果，这让李海
民又惊又喜——

近年来，国家税务总局子长市税务局
坚持以纳税人、缴费人为中心，积极作为，
出“硬招”、办“实事”，不断优化税收营商
环境，推动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落地落实落
细，为助力经济发展赋能。

精准滴灌
为企业“把脉问诊”解难题

“近几年受疫情影响，企业效益一直
不好，正在我们为资金周转发愁的时候，
子长市税务局第一时间给我们送来了好
消息，税费缓缴时间又延长了4个月，还辅
导我们办理继续申请缓缴税款手续，为下
一步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打开销售瓶颈提
供了保障。”子长县双峰工贸有限责任公
司财务负责人说。

近年来，为精准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子长市税务局对部分重点企业实施专业
化管理服务，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亲自抓、
党委成员具体抓的“减税降费领导小组”，
组织税务干部下沉企业一线，走访调研企
业 80余户，通过面对面直接对话的方式，
全面了解各企业服务需求。“把脉问诊”后

“对症下药”，切实解决企业当下存在的各

项税费难题20余个。

精心落实
让企业“红利落袋”得实惠

“新的优惠政策一出来，税务人员就给
我们进行了详细讲解，让我们准确理解把
握政策，了解操作流程。不到两小时，税款
就退到了我们的账户上。”在税务人员的远
程帮助下，李女士通过电子税务局提交了
退税申请，退税款很快就打到了企业账
上。“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给我们困境中的
企业下了一场惠民的春雨，大大增强了我
们企业走出困境的信心，太感谢子长市税
务局了。”永明煤矿的财务负责人说。

在子长市税务局送来的税收优惠“大
礼包”中，该企业 2022年享受高新技术企
业优惠 1749.85万元，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1749.85万元。这些实实在在的税收优惠，
激活了企业发展的“现金流”。

在深入开展政策宣传的基础上，子长
市税务局依托税收大数据和信息化系统
紧抓关键节点，深入开展测算，对符合退
税减税条件的纳税人进行全面摸底排查，
建立退税动态台账，主动提醒办理退税，
按日跟踪退税数据，按月评估分析进度，

为资金周转困难的企业开辟绿色通道，让
税惠“大礼包”走上政策快享的“高速路”。

精细服务
助企业“添翼减负”加速跑

结合“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助力企业走向发展

“快车道”，子长市税务局办税服务厅抽调
青年干部、业务骨干，组成“红石榴志愿服
务队”，落实落细服务分工，做好咨询台资
料预审、引导分流、办税解答工作，确保线
下服务无死角。在自助办税厅中的自助
终端面前，刷身份证、按键、完成，纳税人
根据流程操作，不到一分钟就打印出个人
完税证明。除此之外，自助领票、自助代
开发票，一系列智能化的办税服务，赢得
了纳税人的赞赏，让智慧办税服务厅真正
成为企业办税的“智慧中枢”。

为积极拓展税务管家常态化服务，
充分发挥“管家”作用，做好对企业的精
细服务，帮助企业充分享受优惠政策，子
长市税务局各部门积极配合，精准对接
企业涉税需求，建立精准化管家式纳税
服务工作机制，让政策红利直达快享。

目前，子长市已经对辖区建设的 4个县
级重点项目、6户重点企业提供了全方位
税务服务。

疫情期间，该局通过开设一个咨询
电话、2个微信群及时为纳税人缴费人答
疑解惑，助力纳税人用足用好税收政
策。不仅如此，该局还全力推行“电子
化”办税缴费，积极倡导“纳税人“涉税
事、线上办、非必须、不窗口”，对确实需
要现场办理的业务，实行预约办、容缺
办，确保纳税人缴费人来之能办、办之则
快、即办即走。突出便民办税和安全办
税，积极采取“倡导网上办税、鼓励自助
办税、窗口办税兜底”的办税新模式，实
现非接触式办税服务。

国家税务总局子长市税务局主要负
责人表示：“让纳税人及时领取税惠‘红
包’、体验到高效便捷的个性化服务，是
我们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的关键环
节，也是提升纳税人满意度的重要抓
手。下一步，我们将紧扣纳税人缴费人
实际需求，扎实推行减税降费助企发展
专项行动，积极探索建立闭环管理的长
效机制，确保各项工作达到提质增效的
目标。”

助企纾困不遗余力 精准服务温暖人心
——国家税务总局子长市税务局为助力经济发展赋能小记

通讯员 陈云瑞

12月27日，在位于陕西西安的中国石
油长庆油田生产指挥中心内，电子屏上显
示天然气年产量突破500亿立方米。

当日上午10时，在中国石油长庆油田
生产指挥中心电子显示屏上，天然气生产
曲线跃上500亿立方米大关，达到500.6亿
立方米，标志着我国建成首个年产 500亿
立方米特大型产气区。

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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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
重要讲话，强调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切实抓好农
业农村工作。其中“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13个字，说到无数人心坎里。

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要瞄准“农村基
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目标。总体看，目前我国农村
生活条件已经有很大改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但离
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农村
道路、供水、能源、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还不健全，厕
所、垃圾污水处理、村容村貌等人居环境条件还需持
续改善，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托幼等基本公共服务水
平有待提高。我们要瞄准目标，持续推动农村基本生
活设施不断完善，持续扩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公平可
及性，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县乡村统筹配
置、合理布局，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农村既是生活空间，也是生产空间，生产生活密
不可分。全面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
振兴”，要抓住产业振兴这个重中之重。依托农业农
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
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依山傍水，
做好“土特产”文章。产业兴、百业旺，让农村绿色生
产方式与绿色生活方式水乳交融，逐步形成城乡一体
的现代文明生活。

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不能生搬城市套
路。近年来，有关部门和一些省份公布过“美丽乡村
建设负面案例”，如在乡村大建亭子、牌坊、公园、广场
等形象工程，无节制地硬化道路，用景观园艺植物取
代庄稼等，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乡村和城市是两
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农村现代化建设要因地制
宜、注重实效，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解决农业农
村发展最迫切、农民反映最强烈的实际问题，不搞脱
离实际的面子工程。

我们的农村现代化，是保留乡风乡韵、乡景乡味
的现代文明生活，要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在
发展生态低碳农业、赓续农耕文明、扎实推进共同富
裕的历史进程中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近日，走进黄龙县三岔镇梁家山村，不少果农正
骑着三轮车前往果园。果园内，果农们忙着涂白、施
肥、修枝……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

“最近天气好，我得抓紧时间修剪果树。果树冬
剪学问可大了，能够保证通风透光、调节树体结构、平
衡树势……”谈到苹果树管理，梁家山村果树管理“土
专家”赵加军打开了话匣子。

据了解，为了提升苹果产量和质量，三岔镇党委、
政府邀请县苹果产业开发中心专家来村进行实地教
学，指导果农修剪果树，发放相关产业政策宣传单，并
针对果农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现场解答。

梁家山村的果农们尝到了果树管理精细化的“甜
头”，苹果产量高了，果品好不愁卖。随着这几年县上
的持续培训和宣传，果农了解到果树修剪的重要性，
自身也掌握了修剪要领，苹果产量一年比一年高。

除了果树修剪，果树间伐也十分关键。“果树间伐
后，树少了，活也少了，能开展机械化管理，成本自然
下降。虽然苹果数量少了，但管理跟上了，果质提高
了，价格自然上涨，收入也提高了。”提到苹果树管理，
陈村村民梁雄飞感触颇深。

随着管理技术的提升，不少果农也吃上了“技术
饭”。在陈村果农张晓栋的果园里，有的工人在修剪
树枝，有的在给树枝抹药，有的在拾树枝，大家各司其
职忙得不亦乐乎。

“忙完自家果园的活，我们9个人一起组队出来务
工，主要负责修剪、抹药、拾树枝。每天工钱 200元起
步，一个月下来至少能挣4000元。”赵加军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梁家山村四支队伍走访脱贫户
的过程中，发现部分脱贫户存在果树修剪技术较差，
人员不足的问题，村党支部充分发挥果树修剪服务队
作用，组织果树管理“土专家”开展义务修剪，帮助脱
贫户解决生产困难。

“接下来，我们梁家山村将继续开展好果园冬季
管护，大力开展果树管护技术培训，持续培养一批‘土
专家’和‘田秀才’，让我们村的苹果产业实现规模化、
优质化、品牌化发展，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助推器。”
梁家山村党支部书记孟小平说。

村上活跃着一批“土专家”
通讯员 王华 记者 杜音樵

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本报讯（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杨承欣 魏帅）记
者12月28日从陕西延长石油油气勘探公司获悉，截至
当日，延长石油油气勘探公司年产天然气75.1亿立方
米，产量再创历史新高。按一户家庭每天使用 1方天
然气计算，可以满足2035万个家庭一年的用气需求。

延长石油油气勘探公司的天然气生产区域主要位
于榆林、延安等地，是我省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支持陕
北革命老区经济民生发展的重点企业。按照国家和陕
西省能源发展规划，该公司计划在2025年底建成天然
气产能150亿方，实现油气当量1200万吨，“十四五”期
间再造一个“新延长”，以实际行动端牢能源饭碗。

延长石油油气勘探公司作为国内天然气生产保供
的主要单位之一，面对国内多地寒潮天气带来的下游
用气需求量大幅增长，该公司从 10月份起提前进入

“备战”状态，自11月中旬开始，全线开足马力采气，日
均交气量达到 2300万立方米，供气量呈逐步上升趋
势，有力确保了下游经济和民生发展。

延长石油油气勘探公司年产
天然气突破75亿方 再创历史新高

新华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