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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春来早，春早人更勤。时下，年味还
未淡去，但在洛川县的田间地头，果农们抢抓
气温回升的有利时机，抓紧开展春耕果园管
护工作，为新年的一年丰收丰产打好基础。

“这两天气温回升，天气不错，我想抓
紧时间把果树翘皮刮完，就可以挤出来时
间去园区打一阵时间工，补贴家用。”近日，
家住凤栖街道芦白村的李芳莲早早就来到
自家果园，开始寻找翘皮、腐烂，并对它们
进行刮除。

同样，在洛川苹果大观园里，趁着好天
气，技术人员在一旁指导着雇用的果农在
修剪枝条，他们一边修剪一边讨论着下一
阶段果园管理的方法和措施。

田林锋是洛川苹果大观园的园长，也
是一名专业的果树管护技术人员，记者看
到他时，他正在对一棵果树剪去多余的枝
条。

“再剩200多亩就修剪完了，咱雇用的
人员都是经过公司技术总监培训的，达到
了标准化、精细化修剪的技术标准，预计十
多天修剪工作全部结束，接下来的工作就
是清除树枝和果园清园。”据田林锋介绍，
从去年果树叶子完全掉落后，他就和其他
技术人员一起对大观园的千亩果树进行修
剪，目前已完成了80%的冬剪任务，剩下一
些扫尾工作。

目前，洛川县的果园精细化修剪工作
已进入到扫尾阶段，全县53万亩苹果园已
完成精细化修剪40万亩，完成病虫害防治
35万亩，清园35万亩。

“今春，全县将建成矮化密植果园两2.5万亩，防灾减灾体系搭建
防雹网2.5万亩，挖防冻坑30万个。同时，生产中心的技术人员还将
深入到乡镇、村组，指导好果农春季生产果园管理的技术培训工作，
为果园今春全面高水平地完成春季生产任务做好技术指导服务。”洛
川县生产技术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郑李宏说。

“儿子，路上注意安全。”
“知道了，爸！今年我一定带着女

朋友回咱家过年。”
“好！我们老两口也想早点抱孙

子。”
正月初五（1月26日），看着小儿子

苗育荣的背影渐行渐远，直至消失在
村口，苗养葆夫妇才踱步回屋里，将桌
上还冒着热气的饺子一个一个放进嘴
里嚼了起来。饺子寓意着更岁交子，
福禄团圆。因此，苗养葆边嚼边回味
着这个意义非凡的兔年春节。

分别

“三年了，我们老两口和两个孩子
已经整整三年没有一家人吃过团圆饭
了，孩子们回家过年，这才有个过年的
样子嘛。”说着，苗养葆脸上露出了幸
福的笑容。坐在一旁的老伴儿姬文萍
就着泡菜，小口呷着面汤，听着苗养葆
津津乐道地讲着两个孩子。

苗养葆是宝塔区麻洞川镇马坪村
党支部书记，由于做人厚道、心眼实，
村民们喜欢称呼他“老苗”，常夸老苗
培育出两株优秀的“小苗”，两株“小
苗”都在大城市工作，令村里人羡慕不
已。大家口中的两株“小苗”指的是老
苗的两个儿子，大儿子苗雨露是西安
大兴医院一名医生，小儿子苗育荣则
在咸阳隆基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
作。

“记着上次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还
是 2020年的春节，那时两个儿子回来

帮着孩儿他妈干家务，帮着我贴对联，
吃团圆饭，走亲戚拜年，红红火火、热
热闹闹，那日子别提有多美了。”苗养
葆笑呵呵地说，思索片刻，他话锋一转
感慨道：“没想到一家人再聚到一起已
经是三年后了……”

2020 年春节，新冠疫情肆虐华
夏大地，令千千万万个家庭难以团
聚。作为一名老党员，老苗虽然想
念远在他乡的孩子，但为了村民们
的安危，他也只能叮嘱孩子在自己
的城市里过年，照顾好自己，等到疫
情结束了再回来。平日里要是想念
孩子老苗就打个电话，听听孩子们
讲讲近况。

“除了今年过年，我和弟弟只是趁
着疫情好转的时候回过一趟家里，多
数时候都是夜晚闲暇时在自家微信群
里跟爸妈聊聊天，给他们寄些吃的用
的，尽量让爸妈心里开心点。”苗雨露
边说边给记者展示着手机家庭微信群
里往常的聊天内容。

虽说日日夜夜想念着孩子，但是
这三年，老苗也没让自己闲下来，帮着
村民在村里盖温棚、建拱棚，村子的产
业发展一步一个脚印，扎实稳步地向
前发展。

“孩子们在城里拼搏努力，孩儿他
爹也不能掉队，我就在村里带着乡亲
们致富。”苗养葆说。

团圆

一天一天又一天，一年一年又一

年，时间的流逝没有冲淡亲人间的思
念，只会让亲情日积月累，在团圆的那
一刻释放出来。

2023年 1月 21日下午，苗养葆早
早地就站在村口守着，望见苗雨露与
苗育荣提着行李的身影由远及近，老
苗的眼睛红了，这一刻，他盼了整整三
年。

“爸，我们回来啦！”听到孩子叫自
己，老苗赶忙迎了上去，帮着孩子提行
李。孩子们一再用力把行李“抢过
来”，但最终还是没能争过“执拗”的老
父亲，就这样，三人结伴回到了自家院
子。苗育荣掀开门帘推开门亲切地
说：“妈，我和我哥回来啦！您给我们
做了啥好吃的？”

“都是你们爱吃的，这么大了，还
这么毛躁，回家就想着吃。”姬文萍赶
忙将脸背向孩子说到，泪水顺着内外
眼角流了下来，她赶忙用手抹了一把
又在围裙上擦了擦，这才转过来看向
孩子。

除夕，苗养葆兄弟姐妹都相约来
到他家跨年。夜晚，苗养葆家的院子
里烟花满天。屋子里，亲人之间推杯
换盏、觥筹交错，彼此絮叨着近期的个
人情况，门窗上的窗花在灯光的映射
下格外鲜艳……

约定

“三年了，从没有像今年春节这么
开心过。”苗养葆看了眼妻子说。

“我也是。”姬文萍附和道。

短暂的相聚后就到了孩子们收假
上班的时间，姬文萍给苗雨露和苗育
荣提了鼓鼓囊囊的两大袋吃的，分别
在初五初六两天将孩子送到村口。

这几日，老苗仔细琢磨着春节的
点点滴滴，尤其是亲朋好友给自己提
的建议——在村子里发展中药材产
业，产量高、收益好，老苗是想了又想。

正月十五这晚，老苗的家庭微信
群里又热闹了起来，他经过深思熟虑
后告诉两个儿子自己打算带领村民们
发展中药材，这个想法得到了孩子们
的赞同。

“爸，这个产业好，我认识的朋友
能给你介绍一些收购中药材的公司。”

“爸，好产业可得认真了解调研，
需要我们出钱出力您随时说，我和我
哥绝对支持老爸。”

苗雨露和苗育荣争先恐后地给苗
养葆鼓劲打气。

“行，有你们的支持，爸一定好好
谋划这个事儿，等今年过年的时候让
你们检验一下初步的成果。”老苗充满
信心地说。

“那咱们就约定好，今年我和我哥
带女朋友回家过年，您带领村里的叔
叔婶子们把中药材产业发展起来。”苗
育荣说。

“一定！”苗养葆坚定地说。

“因为洛川地处世界最佳苹果优生
区的核心地带，在发展苹果方面具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洛川县的农民相对较
富。”洛川县苹果产业管理局局长韩东辉
坦言。

然而，并非“较富”便可以万事大
吉。 2018年以来，洛川县针对苹果园
老化、果农年龄普遍偏大等问题，从苹
果种植、品种优化、改良土壤等方面入
手，按照“乔矮同步、宜乔则乔、宜矮则
矮”的原则，先后建成矮化密植园 12万
亩，搭建防雹网7.8万亩，为推动苹果高
质量发展及农民的稳定增收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过去，苹果靠简单的人工分选，品
质不一，卖不上好价钱。现在智能分选
生产线选出来的苹果，可根据不同市场
和顾客的需求，发往各地的商超和批发

市场，最贵的一颗苹果在迪拜可以卖到
40元左右。”陕西王掌柜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超说。

近年来，洛川县还依托苹果主导产
业，积极抓住全市开展产业后整理的机
遇，按照“围绕苹果，延伸链条，园区承
载，集约发展”的思路，深入推进以分级
分选、冷贮冷运、加工物流等为主的苹
果产业后整理，先后引进配套智能选果
线 36条，选果能力达到 240吨/小时，可
满足 60%的果品分选，建成冷气库 68
万吨，贮藏能力达到67%。冷（气）贮藏
和智能化分选能力位居全国苹果生产
基地县之首。苹果产业现代化不仅增
加了企业和农民的收入，带动了果袋、
纸箱、下游产品加工、物流、电商、运输、
餐饮行业的发展，也给了外出打工人员
更多选择。

“我在红宝果业当主播，每年收入
十来万元，一点不比在外地打工挣得
少。既能顾家，还能养家。”今年 33岁
的李萌说，大学毕业后她一直在外打工
做销售工作，2021年4月因要照顾生病
的父亲回家打工。

洛川县像李萌这样常年在家门口
打工者不下 2000人，而每年提供的季
节性用工在上百万人次。据了解，2022
年，洛川县苹果总产量接近 106万吨，
苹果综合产值突破 130亿元，全县 88%
以上的农户收入超过10万元。

“我们要抓住省市把洛川确定为苹
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的机遇，
大力实施推动苹果高质量发展的八项重
点任务，到 2025年实现苹果综合收入
200亿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2万元
的目标。”洛川县政府副县长张军旗说。

2021年 7月 26日，国网洛川
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胡高峰受
单位委派，到洛川县永乡镇平阳村
担任第一书记开展帮扶工作。一
年多来，他身入基层、心到基层，用
心用情用力提升群众幸福指数，成
为村民心中的“光明使者”。

为更精准地掌握平阳村的实
际情况，胡高峰每季度带领驻村
工作队通过入户走访的形式，对
全村 276户进行一次全面排查，
详细了解村民的生产、生活情况，
和他们的所思、所想，广泛征求意
见。针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认真收
集记录，并做好整理总结。为巩
固脱贫成果，胡高峰与村“两委”
班子进行研判分析，成立平阳村
防返贫监测工作专班，每周对脱
贫户进行一次监测排查并召开防
返贫研判工作会，防止出现返贫
迹象。截至2022年12月，入户排
查 5次，累计 1330户，周排查 56
次，累计448户。

在开展帮扶工作中，胡高峰
发挥自身优势，成为帮扶单位、镇
政府与平阳村之间的联络员。他
积极协调单位，以定点采购的方
式，拓宽平阳村集体经济养鸡场
的鸡蛋销售渠道。一年来，洛川
供电公司职工食堂的鸡蛋和工会
的春节采购，都变成了平阳村的

“爱心鸡蛋”，仅此一项，为平阳村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3万余元。

看到村集体经济暂无可用的
耕种土地，胡高峰建议，与村“两
委”、镇政府、单位相关部门积极
协商，将原“苹果示范园”建设项
目更改为“光伏发电”项目建设。
充分发挥供电公司的专业特长，
利用闲置屋顶为平阳村建成了
40千瓦的屋顶光伏发电项目，预
计每年为平阳村集体经济增加稳
定收入2.1万元。

看到村活动广场部分墙体倒
塌，文化墙风化严重，不仅影响美
观还存在安全隐患，胡高峰多次
向公司领导汇报，争取到 5万元
资金，对文化墙进行俢砌翻新，并
更新了宣传灯箱内容。

如今的平阳村，产业更强，群
众更富，环境更美。2023年，胡
高峰计划在单位的扶持下，为平
阳村按照26盏路灯，进一步提升
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让村民享
受到帮扶工作的实惠。

“新的一年，将不断提高干事
本领，深入群众开展调研。最重
要的，是要把‘嘴上说的、会上定
的、纸上写的’转化为实际行动，
提升为民服务的‘温度’，看到群
众脸上的笑容，我想这就是驻村
工作的意义。”胡高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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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高峰：平阳村的“光明使者”
通讯员 白晨 杨桦

● 果农刮除翘皮

● 胡高峰（左二）入户中

“老苗”和“小苗”有个约定
记者 姜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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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洛川县交口河镇南安善村村民李育宏趁着这好天气,在自家的苹果园里忙着修剪果树。

去年,他家14亩苹果喜获丰收,为李育宏一家换回了15万元收入,今年他干得格外仔细，小心翼翼地呵护这些“摇钱树”。

洛川苹果经过75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果”和“幸福果”。去年，洛川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69万

元，连续十一年超过了1万元，高于省市平均水平。

今年 58岁的李育宏，曾当过兵，也
当过老师，当他发现老师、班主任、学校
保安三份工资仍无法养家糊口的时候，
他决定辞职回家种苹果。

“当时苹果能卖下钱，县上也倡导
群众大面积种植，我觉得种苹果有前
途，辞职后就在自家的 6亩地里栽植了
苹果树苗。”李育宏回忆道。

1991年到 1995年，是李育宏最艰
难的时光，没有教师的固定工资，没有
卖苹果的收入，还要不断地给果园投
资，李育宏只能靠打零工维持家里的生
计。

随着果园的挂果和苹果管理技术
水平的不断提高，李育宏家的收入也在
逐年攀升。李育宏在管好自己果园的
同时，凭借“高级农艺师”、首批“洛川苹
果务果能手”、“省级师资库苹果专业教
师”的优势，指导别人管理苹果园。

2016年到2021年，李育宏受洛川县
苹果技术管理局委派，还到河南灵宝担
任“老园改造提升”技术指导，年薪10万
元。

此外，他还做过农资产品生意和
“苹果经纪人”。去年，果园收入加上在
金益农生态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技术总

监的工资和代销、管理树苗的收入，总
收入已超过了40万元。

洛川县苹果生产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党支部书记屈军涛告诉记者，洛川
县从 1947年引进种植苹果以来，经过
75年的发展，苹果种植面积达到 53万
亩，人均 3.3亩，位居全国之首。洛川
苹果已经成为全县的主导产业和群众
的致富产业，全县 95%的农民种植苹
果，农民收入的 95%来源于苹果。
2012年洛川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
突破万元大关，到今年已连续十一年
超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连年上台阶

一业兴带来百业旺

◀ 苹果选果线

▼ 矮化密植示范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