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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5月 20日，晴空万里，甘泉县道镇东沟村刘庄村民小组的
“陈家大院”农家乐好不热闹。

“老板，把土鸡给我抓两只，我要带走。”
“老板，再炒一盘洋芋丝。”老板陈伟和妻子高喜梅忙得不

亦乐乎。
吸上一口乡村的新鲜空气，摘一把不打农药的油菜，炒一

盘地道的土鸡，再喝上一口农家米酒……这些都在吸引着客人
们来到陈伟的农家乐亲近自然，享受悠闲的生活。

今年 39岁的陈伟，初中毕业后外出学习厨艺，两年的勤学
苦练，陈伟出师了，便外出到饭馆打工，妻子在家务农。2006
年，夫妻俩在甘泉开起了饭馆。

虽然两人勤勤恳恳地工作，挣钱也不少，但除去房租、水电
费后，一年下来手里落下的钱没几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现在村里旅游业兴起，你有这么好的厨艺，野山鸡、土鸡
养的又多，不如回家开农家乐，这样还能顺便照看一下你家的
老人。”2016年，乡镇干部劝说陈伟返乡创业。

旅游旺季，山外的客人纷至沓来，陈伟发现劳山国家森林
公园内的饭馆根本满足不了游客的需求，于是他就有了开农家
乐的想法。

说干就干，2017年春节，陈伟和高喜梅把在外打工攒下来
的 27万余元全部都拿出来，从里到外地整修了自家的 6孔窑
洞，还盖了3间平房。

“没有疫情的时候，每天至少挣 2000元，除去开支，一年挣
十几万块钱不成问题。”高喜梅算起了收入。

农家乐开起来了，村民的土鸡、腊肉和蔬菜等农副产品成
了香饽饽。

“我在农家乐里帮忙切菜、上菜，一天能赚100块，家里的活也
不误，两个娃娃一个星期的伙食费就够了。”村民李梅开心地说道。

“如果客人多的时候，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村里几个人
来帮忙。现在虽然受疫情的影响，但一年收入10万余元不成问
题。”高喜梅说。

“提前订饭的客人点名要炖土鸡或羊肉，还有人要吃洋芋
擦擦，这不我正在准备着。”陈伟边切菜边笑着说，“这里一年的
收入比我在外打两年工都赚得多。今后，我还要动员留守老人
养更多的鸡，动员村民种更多的小香米，这样，他们就有了稳定
收入，日子也会过得越来越好。”

农家乐“开”出幸福生活
通讯员 范筱霞 记者 朱佳雨

● 陈伟正在做饭

“十分感谢程书记，他上任的第一件
事，就是帮我们解决了用水的问题，我们
现在吃水再也不用等雨水了，自来水管
直接铺到水缸旁了。”甘泉县下寺湾镇胡
皮头村村民白上兵激动地说。

这只是甘泉县下寺湾镇胡皮头村党
支部书记程伟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

选择：与农民为友，与天地为伴

“我看到外面的繁华世界，想到深山
里的父老乡亲，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今
年35岁的程伟说。

2019年，村里换届选举，程伟毅然
回到村里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挑起了带
领全村致富的重担。

上任后，程伟挨家挨户排查哪些
房屋符合危旧房改造标准，哪些农户
符合易地搬迁政策，看着乡亲们住上
了宽敞明亮的楼房，他的心里别提有
多高兴了。

“作为一名村党支部书记，就是要真
正代表群众，为群众多办实事、办好事，
带领群众致富，这样才能赢得他们的信
任。”程伟说。

因为从小生活在胡皮头村，乡亲们
吃水的困难程伟感同身受，所以，上任后
他就开始找合适水源。那些天，他带头
背着干粮和几个村干部在村周围找水
源，终于在洛河川对面找到了。于是他
汇报给镇政府，镇政府负责找到了水工
队，从水源到水塔的距离是3公里，他们
用了40余天花费50余万元，终于解决了
村民用水困难的问题。

同时，程伟针对胡皮头村的实际情
况，大力号召全村党员群众，集资硬化胡
同、修下水道，补齐了村子基础设施差的
短板。

突围：美化内外，舒适乡亲

村里吃水问题解决好后，程伟带领
村“两委”成员开始着手清理村内垃圾及
开展绿化、美化、亮化工作。

“当时，村里共清运垃圾 8吨，淘汰
破旧物件 8000余件，大大改善了村里

‘脏、乱、差’现象。”程伟告诉记者。
“以前村里破旧不堪，老感觉儿子带

女朋友回来掉脸面了，但自从程伟动员
整理全村环境后，开展了‘最美家庭’的
评比，我感觉儿子女朋友来也光彩了。”
今年58岁的村民白玉莲说。

村里美了、干净了，程伟又把庭院卫
生作为重点来抓。联合县妇联开展“最
美家庭”创建活动，程伟发动各家各户清
理自家庭院垃圾，尽力打造出干净整洁、
赏心悦目的宜居环境。

“通过开展‘人人比文明，户户比干
净’活动，群众自觉养成了早晚各打扫一
次户内外卫生的习惯。”程伟说。

“现在不用羡慕城里的广场了，在我
们这里想怎么锻炼都可以。”今年 60岁
的村民白广华笑着说。

据了解，全村硬化路面 1000米、栽
种苗木800棵、植草500平方米……如今
的胡皮头村，实现了排水管网户户通，村
内供水、排水、照明、健身、通讯、安全等
各项公共服务设施一应俱全。这些点点
滴滴的变化，村民们全都看在了眼里，程
伟辛苦奔波的身影，村民们全都记在了
心里。

延续：发展好产业，走稳振兴路

为拉近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
程伟主动创新管理服务模式，逐步实现
了“三个转变”：村“两委”由管理职能向
服务职能转变、村级事务决策由过去的
半透明向全公开转变、村务管理由少数
人说了算到多数人共同决策实现村民自
治的转变。

在程伟的带领下，胡皮头村的民主
管理与民主监督得到了加强，村级政务、
财务实行定期公开，村民代表大会制度
得到了有效实施，村民们看到了村委会
工作的运行情况，也切实体会到了当家
作主的感觉。

“去年虽然受疫情的影响，但我种的
葡萄也卖了 1万多元，就目前葡萄发展
的情况来看，今年的收入应该下不了 2
万元。”村民王万军笑着说。

与此同时，借助甘泉大峡谷旅游，程伟
动员村民种朝天椒70亩、葡萄12棚……去
年，该村人均纯收入达12018元，高出全县
人均纯收入300余元。

“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去找永军，他肯定会帮你解决好。”
走进甘泉县下寺湾镇田家沟村，村民闲谈之余提起陈永军都会
这样说。

今年59岁的陈永军是土生土长的田家沟村人，2019年当选为
村党支部书记。几年来，他以饱满的热情和高度负责的态度，调解
了家庭、邻里、基地等各类民事纠纷上百起，不但把党的方针、政
策、法律、法规等宣传到群众中去，而且有效防止了各种矛盾的激
化，赢得了村民的称赞，也被村民亲切地称为“和事佬”书记。

从小到大，陈永军一直热心帮助邻里、村民解决一些力所
能及的小问题，不管是谁家的猪跑圈了，还是谁家的车坏了，陈
永军都尽力去帮忙。1992年7月陈永军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
一名党员。从27岁起，陈永军被村民选为村委会副主任、主任、
村党支部书记等职。2008年，孩子们都已上学，他不得不外出
打工。2019年，他又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2002年，边广军和薛秀贵因为土地被采油厂使用后，所给
的赔偿产生了矛盾，2004年两人矛盾激化甚至走上了法庭，多
年来，事情并未得到有效解决，两人争吵不断。

2019年陈永军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后，他决定上任后第一
件事就是解决村民之间的矛盾。

陈永军通过走访周边群众，找到了问题所在，并给二人分
别做思想工作，引导他们换位思考，多考虑别人的难处，终于使
得二人达成了共识。他把两人叫到村委会的会议室，让他们在
协议上按了手印并握手言和后，把钱发放到二人手里。

“把搁在心里十几年的问题解决了，心情也舒坦了许多。”
边广军的老婆笑着说。

杨万新和高树祖两家是邻居，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闹
矛盾已经几十年，两家时常会因为你家的鸡进了我家院子把菜
苗糟蹋了、你家把水路引进我家的玉米架跟前了而大打出手。
村干部和镇干部调解了许多次，但双方均是公说公有理，婆说
婆有理，谁也不肯退让，甚至越吵越凶，双方的子女见面后也像
仇家一样。

“他们之间的矛盾，我打小就知道了，但谁说都没用。”村民
李上军说。

陈永军先是走进杨万新家，问他：“一直这么把矛盾闹下去
有意思吗？天天都带着气生活，日子过得再好，会舒服吗？”杨
万新不服气地闷头吸着烟。

陈永军又走进高树祖家，问他：“为了一点小事，值得打架
吗？如果严重的话，就违法犯罪了，想后半辈子在牢房里过吗？”

经过陈永军耐心做思想工作，双方的气都消得差不多了，
陈永军继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进行劝导，终于让他们握手
言和。

“杨高两家几十年的矛盾村里谁都知道，但经过永军的调
解，现在两家就像亲戚一样。”村民万里平说。

农村的调解工作繁琐而复杂，但陈永军以他耐心细致的工
作态度，架起了与村民心与心之间的桥梁，村民们都说，“真不
愧是‘和事佬’书记”。

村书记是个“和事佬”
通讯员 范筱霞 记者 朱佳雨

“我这个大棚栽的可都是‘摇钱树’，
因为再也不用坐在大棚门口等菜贩来收
购，成熟后我就摘下来卖给白永红，他给
的都是现金，去年种的无刺黄瓜就卖了
6万多元。”5月21日，甘泉县下寺湾镇闫
家沟村村民闫梅笑着对记者说。

闫梅提到的白永红，是甘泉县下寺
湾镇闫家沟村人，提起他，人人都竖大拇
指。白永红从种菜再到贩菜，日子过得
越来越红火。从不会种菜到今天成为远
近闻名的土专家，是科技种田让他走上
了致富路。在他的带动下，如今的闫家
沟村的菜农都奔上了致富路。

今年53岁的白永红，以前一直在外
跑车。2013年，镇政府开始建大棚，他
得知这一消息，立马回乡创业种大棚菜，
然而种菜之路也并不顺畅，虽然镇政府
帮忙建棚，县乡蔬菜技术员一直上门指
导技术，但由于缺乏经验，第一年的收入
刚够本钱。

第二年，白永红和妻子整天待在大
棚里，边学边种，可收入依然不理想。“在
困难面前，我决不能低头，我还要好好奋
斗。”白永红常常这么说，因为他知道只
有吃得了苦，日子才会越过越好。

“看到老公回家种菜，可光景连前
几年都不如，那时候感觉日子都没有
盼头。”白永红的妻子回忆说，“一开始
心里没底，虽然自己年轻的时候种过
地，但蔬菜大棚还是第一次种。”白永

红说，“虽然前两年大棚效益并不理
想，但我就不死心，试着第三年开始种
无刺黄瓜。”

镇政府知道白永红的困难后，请蔬
菜技术员进棚专门为他指导种植技术。

“品种要优质高产，种苗要进行嫁接，生
长期要注意水肥管理，才能多结瓜、结好
瓜……”白永红一边听技术员讲解，一边
记笔记，很快他摸索出了一套黄瓜种植
技术，成了远近闻名的种菜能手。

经过辛苦的劳作，白永红的大棚无刺
黄瓜长势旺盛，搭架后，藤上挂满了嫩嫩
的无刺黄瓜。“无刺黄瓜一天一摘，天天都
能卖个八九百元，那时候的心里就跟喝了
蜜一样甜。”白永红说，“我粗略核算了一
下，一季黄瓜我就挣了4万多元。”

一次偶然的机会，白永红看到几个
小菜贩边数钱边议论，“我们刚一转手就
赚了1000多元，真值。”他开始动起了贩
菜的念头，于是他匆匆赶回家中与妻子
商量。说干就干，白永红筹集资金，开始
了他的销售蔬菜之路。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白永红同样也
遇到创业初的艰难。一开始，白永红在
下寺湾镇销售蔬菜，由于自己本钱少、人
脉窄，几个月下来，他每天辛辛苦苦蹬三
轮销售蔬菜却并没有赚多少钱，有时甚
至折本倒贴，他感到了经商的艰辛。

通过多天的认真思考，他开始留意
收集各种信息，几年摸爬滚打下来，白永

红开始变得精明老练起来，逐渐认识更
多的买家，掌握更多的市场行情。有一
次，他了解到西安的大青辣椒很贵，本地
的青椒与西安的价格相差 l块多，于是
他果断从本地收了一大车青椒发往西
安，不到5天时间就赚了几千元，尝到甜
头的他露出了微笑。从此他越做越老

练，越干越大胆，从2017年开始，货主逐
渐增多，种大棚一年下来收入10万余元
已不成问题。

白永红说：“做生意没有本钱难，但
是没有头脑那就更难。要善于寻找和抓
住商机，一有机会就放胆去做，才有可能
会成功。”

白永红：种菜能手当起经纪人
通讯员 范筱霞 记者 朱佳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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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4棚油桃刚挂果就卖了1万余
元，今年挂果还不错，所以，我更有收获
的信心了。”5月 20日，甘泉县下寺湾镇
下寺湾社区李泉村民小组的村民张槐岗
高兴地说。

今年 49岁的张槐岗是土生土长的
李泉村民小组的村民。2002年以前，张
槐岗一直靠种地维持生活，收入本就不
多，加上家庭的开销及赡养老人的费用，
让他们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一

度陷入了困境。2002年，全县动员种大
棚，憧憬着致富梦的张槐岗积极响应号
召，种了一座温室大棚，年均纯收入有5
万余元。

“这些年来种植温室大棚蔬菜，可以
说既有失败后的艰辛，又有成功后的喜
悦。”张槐岗感慨地说，“大棚种植掌握技
术是关键，刚开始种大棚的时候，因为技
术不过关，又没有经验，大棚蔬菜的产量
和收入一般，后来村里、镇政府专门邀请
了专业技术人员面对面、手把手为村民
传授种植技术。从第二年开始大棚就逐
渐赚到钱了，现在基本上自己就成了技
术员了。”

因为条件有限，张槐岗在这里只能
种一个大棚，2009年9月起，他在吴起县
租了 3个大棚种植蔬菜，平均每年的纯
收入在10万元以上。可在2015年，因为
家里的老人生病，所以他又回到了下寺
湾社区，2016年，继续种植蔬菜。空闲
时间，张槐岗到处外出考察，从中看到了
时令水果的商机，就从2019年起在李泉
村民小组以每亩200元的价格流转了土
地，并自费以每米1000元的价格建起了
长约 80米左右的 11个大棚，共占地 900
余平方米。

政府每米补贴 400元，让他更有信
心地栽了油桃、大樱桃等时令水果的树

苗。从此之后，张槐岗更加专心经营着
大棚。“种植大棚必须能吃苦，经营蔬菜
大棚的时候，我就害怕经营不好，现在开
始经营时令水果了，我更要细心谨慎。”
张槐岗笑着说。

张槐岗每天从网上、书上查看时令
水果的种植技术，又考虑到蔬菜大棚在
下寺湾社区，而时令水果在李泉村民小
组，两地之间的距离有些远，所以他就
开始研究用手机操作大棚的帘子，“我
在经营好蔬菜大棚的同时，也要经营好
时令水果，如今两者都不误，一年下来
光蔬菜大棚的纯收入就在 7 万元左
右。今年，油桃的产量估计有 2500余
公斤，两个棚收入 10万元左右不是问
题。是种大棚让我走上了致富路。”张
槐岗说。

2019年，张槐岗带头成立了时令水
果合作社。像张槐岗这样，在下寺湾
社区积极种植大棚的农民还有很多。
目前，下寺湾社区种植蔬菜大棚 68座，
时令水果 8座，棚均纯收入 5万余元，
去年人均纯收入 16008元，高出全县人
均纯收入 4000余元。社区主任庄朵春
说：“下一步，我们想通过合作社，把农
户统一管理起来，利用科学技术提高
农产品质量，争取把社区的产品用品
牌授权。”

张槐岗：瞄准时令水果 过上火红日子
通讯员 范筱霞 记者 朱佳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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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伟：“要为群众多办实事、办好事”
通讯员 范筱霞 记者 朱佳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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