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2月28日 星期一
3

责任编辑/常青 视觉/李延庆 组版/刘欢欢 校对/石芳蔚

县域纵横

三岔镇护林防火员与村民见面这样打
招呼：“老李，整地去呀？没有带火种吧？”

“没有，俺也不抽烟。”他们除了提醒田间耕
作群众不能野外用火，同时对过往人员、时
间、车辆等信息一一登记备案。

“管住村上的人，看好村上的坟。”北山
洼自然村长董忠民这样介绍防火工作要
点，“谁家的地在哪、谁家的坟在哪、谁家最
近有白事，这都得清清楚楚。”

作为三岔镇护林防火指挥分部副总指
挥的薛超就更忙。林区路况差，同行干部

常劝他要爱惜自己的车，别为了公家的事，
把自己车磕着碰着不划算。他却说：“越偏
僻的地方发生火情越不容易被发现，要是
大家都偷个懒不去巡查，等火大了再发现
就迟了。”

每年三月，三岔镇春季护林防火宣传月
启动，镇防火办联合辖区林场、派出所，充分
利用广播、巡逻车、微信、板报、横幅等方式，
进村、进企业、进学校、进林区宣传《森林防
火条例》等保护森林的法律、法规，入户签订
《森林防火责任书》。在327国道沿线重要路

口、村口、进山入口等醒目位置设立宣传碑
牌、警示牌，张贴宣传标语、悬挂横幅、插设
防火彩旗，宣传防火常识和法规。

各村同步开展护林防火宣传，在主要
路口设立了宣传点，村干部和生态护林员
开着安装防火“小喇叭”巡逻车，深入林区
反复宣传森林防火知识。工作人员一边向
过往村民发放森林防火知识宣传手册，一
边讲解林区严禁野外用火、文明祭祀、发生
森林火灾时如何保护自身安全等知识，呼
吁广大群众，多了解和掌握森林防火的知

识，积极关注、配合、支持和参与森林防火
工作。

薛超说：“我们连续取得乡镇防火考核
前3名的成绩，这和我们镇领导的重视分不
开。镇上为我们更新防火器具，共配备 24
台灭火机，100把铁锨，其中每个行政村配
备了两台灭火机，10把铁锨，每村成立了10
人的半专业防火队，配备了迷彩服和大衣，
每年集中训练两到三次，每次例会，书记和
镇长都会就防火工作做专门的强调，真正
把护林防火当做了‘生命线’。”

一位守林人心中的“防火地图”
通讯员 窦可军 记者 常青

黄龙县是典型的移
民县，居住着来自全国 24
个省区的群众。老董祖
籍河南，乡音未改，还操
着河南口音。老董名叫
董恒业，石堡镇泄湖村
人，他不仅口才好，还能
干事创业。近年来，在黄
龙县名气日盛的“黄龙县
哑巴窝农副产品农民专
业合作社”，就是老董一
手创建的。

“哑巴窝”合作社成
立于 2017 年 11 月，位于
石堡镇泄湖村王家店村
组。“哑巴窝”吸收了泄湖
村和八家梁村很多村民
加入，现有成员54人。

“哑巴窝”的名字听
起来“土得掉渣”，合作社
的 产 品 更 是“ 土 得 掉
渣”。“哑巴窝”里都生产
些啥？华北柴鸡、土鸡
蛋、蜂蜜、核桃油、麻子
油、沙棘汁、杏仁……这
些产品，的的确确是从土
里长出来的，接地气、带
露水，不掺半点假。

老董秉承着确保食
品健康、绿色、环保的理
念来经营“哑巴窝”，得到
了远近消费者的认可。

“土鸡多为散养，散养土
鸡相比肉鸡，它漫山遍野
地跑，运动量大，抵抗力
强，得病几率小，加上常
与土壤接触，营养更加完
善，喂养的饲料中没有添
加剂，体内也无疫苗药物
残留，是属于真正生态自然的养鸡方法。”老
董说。

老董摸索出了多种先进的散养模式，如
把散养的鸡群赶到玉米地放养，既利用了空
间，鸡粪又可以作为粪肥；或者将鸡粪收集起
来，堆肥繁殖蚯蚓，得到的蚯蚓再用来喂鸡，
不仅提高鸡的品质，还降低了成本。这样的
立体式生态散养模式，其生态效益可想而知。

随着“哑巴窝”声名远播，合作社不仅在
黄龙开设了一个直营店，还在湖北武汉农贸
市场设立了一个摊位，把产品打出了陕西市
场。

规模扩大，管理也就更加规范精细。“哑
巴窝”成立了理事会、监事会、技术部、服务
部、销售部，制定了合作社《章程》《成员大会
及成员代表大会制度》等。2019年，“哑巴窝”
被评为市级示范社。

“‘养鸡致富’这一词确实不假，事实证
明，养鸡户赚到了钱，生活水平逐渐得到提
高。而我们出售的土鸡，营养丰富、品质上
乘，不仅自己致富，还带动了消费。我想整合
更多的散养户加入‘哑巴窝’，通过‘专业合作
社+农户’的运行模式，充分调动了周边农民
养殖积极性，从而调整和优化当地产业结构，
把市场做大做强，也带动更多的周边农民发
家致富。”在直营店，老董谈起了他的“生意
经”。

泄湖村不仅有老董这样的能人，还有让
人眼前一亮的大手笔。泄湖村被省自然资源
厅列入全省第一批56个村庄实用性规划编制
搬迁撤并类的试点村。搬迁小区占地 38.5
亩，新建院落62院。为避免复制一个旧村，石
堡镇党委、政府匠心独运，大胆创新，一个崭
新的村落诞生。新泄湖村突出乡韵乡愁，不
搞生态破坏。前期平整场地时，将原有大树
全部保留，后期绿化花草灌乔搭配，达到小区
总面积的 50%以上，形成大树成荫、绿地为
毯、水景点缀、巷道蜿蜒的乡土田园韵味。

走进泄湖民俗村，可以看到，新建的楼房
错落有致，造型独特。在整体布局上，村子注
重流线设计，不搞整齐划一，房屋根据原有的
四级台地依山顺势而建，形成相互辉映的美
学效果。在细节上，村子定位移民文化特色，
不搞同质化。设计21种户型，含11种民族建
筑风格，配套民族特色景观小品、装饰，植入
彝族等民族文化活动演绎，使小区可以享受
多元文化生活，也可以迅速转化为独具地域
与民族特色的民宿。村子的配套设施很超
前，供水、供暖、电力、排污等管线设置，既满
足当下搬迁群众生活需要，也充分考虑转化
为民宿以后游客的需求。甚至考虑到县城北
扩后的容量承载与配套衔接，所有管线全部
地埋，每户都规划一处停车位，小区南端留有
接入县城大管网的排污接口。

农村广阔天地大有所为。这位颇具有
传奇色彩的“80后”小伙名叫乔庆文，黄龙
县崾崄乡东沟源村人，看似少语、略显青涩
的他，有一颗果敢、坚定而激情奔放的心，
谈起在农村的“作为”时，他脸上露出的满
是自信的笑容。

2007年，乔庆文毕业于西安航空职业
技术学院，在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经过一段时间的职业体验和探索，在了解
了大量的创业优惠政策和创业成功的优秀
事迹后，激起了他心中已久的创业梦，经过
一番深思熟虑，当时仅 20出头的乔庆文和
女友赵妮毅然辞职回家乡创业。

回乡之初，乔庆文看中了农村土鸡的
潜力。于是，在自家承包地上创办了黄龙
县珍禽养殖场，可现实并没有对这位初来
乍到的小伙子手软。

“一开始我们没有养殖经验，慢慢摸
索前进。2010年开始增添了孵化设备，尝
试孵化雏鸡但成活率不高。2012年我们
从山西购回了 1000只野鸡，由于路上吹风
受凉，引发野鸡感冒，当天中午鸡群中发
生流感，晚上开始陆续死亡。”回想起当时
几乎空了的鸡圈，乔庆文深感难过的同
时，也意识到了自己在养殖知识和技术方
面的不足。

于是，他和妻子决定放慢脚步从技术
提升开始，购买大量技术书籍、向专业技术

人员请教饲养技术、赴外地考察学习。
经过几年时间的摸索实践，小两口

俨然成了土鸡养殖方面的专家，不仅掌
握了建网、饲养、管理、防病、孵化等技
术，还陆续建成了饲料加工区、疫苗防治

区、孵化区和脱温区，形成了孵化、养殖、
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条，经济效益相当
可观。还重新改造了两间育雏室，将整
个地面全部铺上了智能电地暖，在他们
精心养护下，之后孵化雏鸡成活率高达

95%以上。
随着养殖的规模逐渐扩大起来，2013年

在有了前期的实践探索和资金积累后，乔庆
文又在养殖场的基础上，新成立了黄龙县庆
丰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资金 320万。
他和妻子带头搞起了种养结合立体生态循
环模式，探索多元组合的经营模式。

按照“发展一个产业，带动一方经济，
致富一方农民”的产业思路，不断强化自身
建设，逐步发展壮大，在他的组织带动下，
专业合作社已是带动本乡及周边农民致富
奔小康的典型示范，成为当地群众发家致
富的又一重要产业。

截至目前，合作社共有社员 137人，带
动农民 78 户，其中包括 5 户贫困人口。
2016年合作社被评为延安市市级示范社，
2018年被评为陕西省省级示范社，2021年
被评为国家级示范社。目前，合作社共有
湖羊200只，黑猪100头，种植苹果1000亩，
核桃 1500亩，水果玉米 150亩，玉米 3000
亩，形成了林下土鸡养殖和饲料自给的良
性循环模式。

一路走来，创业从来都不简单，也未
曾简单过，但它依旧是有志者的一个梦，
更是这一代年轻人的梦。在这样一个“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青春应该是一
次充满探险的创业之旅，由此看来，乔庆
文无疑是这一群人中的领军人物了。

◀ 发放防火宣传资料

在农村天地里实现创业梦
通讯员 刘宁宁 白杨越 记者 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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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俗村外观

与李家庄村隔沟相望的是木昌桥村，
这里有很多油松，位于桥西组的 41棵古油
松，树龄超过 500年，远远望去，高耸入云，
与朝霞相映，形成了高原上一道独特的景
观。薛超不是来看日出的，他是赶在日出
之前来看这片珍贵的林子的。

“我要用最短的时间，跑遍三岔镇的沟
沟峁峁，把地形、路线和林区熟记在心。”薛
超说，“多亏了我们镇上的项振东大哥，他
带着我，顶着冬季塬上的寒风，跑遍了全镇

的村子，两个星期下来，走了有 300公里。”
薛超来时是冬季，有些地方因为冰雪，车不
能到，就步行。不熟悉道路，他就求助镇上
的老干部带路。

虽然辛苦，但也乐在其中。这两个星
期，他不但清楚了全镇的防火重点，也看到
了像李家庄、木昌桥村那样的古树名木景
观，这让他更加热爱这个岗位。他要用心、
用情去呵护这片森林。“三岔镇共有 7个行
政村。包括 39个自然村，森林面积 17万

亩。全镇林边地及周边县交界处林地共计
235处、123户，森林防火面广线长，外来务
工人口多，防火工作任务繁重，我不能掉以
轻心，除了用‘笨’办法，勤跑、勤说、勤宣传
外，我还要想一些新办法。”薛超说。

结合农村人员居住分散，白天主要在田
间地头劳动的情况，薛超给镇领导汇报，采
购了39个便携式小喇叭，让护林员安装在车
上或摩托上，每天开展护林巡查时宣传各级
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和防火戒严令，让广大群

众在经常能够听到森林防灭火安全知识，不
断增强辖区群众森林防火安全意识，营造人
人齐参与、共筑“防火墙”的良好氛围，达到
森林防火观念入心入脑的效果。

此后，薛超摸排登记了全镇重点监管
人员，包括老人、小孩及智力障碍人员，落
实了他们的监管责任人，并把全镇果园、林
地以及邻县结合处的人员一一造册登记，
详细注明住址以及电话号码，作为宣传护
林防火政策的重点。

“越是在能放松时，越不能麻痹大意。
防火工作者及督查员要做到跑遍所包区域
沟沟岔岔，做到对地形了如指掌。对群众
要不厌其烦，经常性进村入户宣传护林防
火政策。对野外用火人员，实行零容忍，发
现一例，处理一例，达到罚了一人，教育一
片的目的。处罚不是目的，目的是要群众
心中有所顾忌，形成‘人人都不野外用火，
人人都是护林防护员’的局面。”这句话是
薛超的工作经验。

“我们将发生的案例作为护林防火宣
传的资料，在各村应急大喇叭中不定时播
放，用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广大群众。”薛超
说。

薛超的手机中最重要的功能是天气预
报。他每时每刻都注意着天气变化，如果
预报中有大风蓝色预警，那他当天晚上就
睡不踏实了，因为他最担心有人将炉灰倒
进垃圾场。

“有些村子的垃圾场就是重点监察对

象。梁家山村比较大，天冷的时候，垃圾场
经常有人把未完全熄灭的炉灰倒进去，这
就给防火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如果刮
大风，就会引燃垃圾。经过多方协调，我们
将这个垃圾场迁到了离林区较远的陈村，
并建立了警戒线，加强监控。对于有些还
有隐患的垃圾场，我们给下发了整改通知，
并对村民进行警示教育。”薛超说。

每年的清明节和农历十一月，薛超几
乎一天只顾上吃一顿饭。从天刚一亮到夜

色漆黑，他穿梭在全镇的沟沟岔岔，哪块林
子茂盛，哪块林边有玉米地和坟地他心里
十分清楚。好不容易放个周末，碰到大风
天气，他心里挂念防火工作，便坚决留在单
位不回家。

薛超的父母在延安，妻子和孩子在咸
阳，一家人分居三地，对他的工作，家人也
有过不理解，但是听到他坚定的话语，想到
他肩上的责任，大家也慢慢地支持他的工
作。

● 乔庆文在打扫羊圈卫生

“在我们三岔镇李家
庄村，有一棵古树，树龄超

过一千年了，树形奇特，这个周
末我带你们去看看？”穿着一身迷

彩服，带着“防火督查”红袖章的薛超
语气中充满期待。薛超是黄龙县三岔镇

护林防火指挥分部副总指挥。2018年冬，薛
超从圪台乡调到三岔镇，主要负责该镇的森林
防火工作。“我清楚这份工作责任重大，要把
此项工作做到万无一失，必须要在心中构
建一个立体的‘防火地图’，包括清楚
地掌握全镇每村每户的情况、当地
每天的天气变化、重点防火区域
的监控……要让这一切了然
于胸。”薛超说。

▲ 薛超（前排左）带队训练

1 他用脚丈量了全镇的土地

2 “越是在能放松时，越不能麻痹大意”

3 防患于未“燃”大家共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