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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7月 20日上午，在志丹县纸坊便民
服务中心韩老湾村，41岁的刘光龙行
走在果园中，不时翻看着果袋，眼里满
是期待。

一场大雨过后，一排排整齐的果
树被洗刷得更加嫩绿，更有活力。微
风吹来，树叶随风摇曳、果袋沙沙作
响。

闻着清新的空气、望着满山的果
树，刘光龙不禁感叹：“谁说非得当老
板，农民一样有出息。”

外出打拼当老板

和其他村民一样，年少时的刘光
龙也梦想着扔掉锄头、走出农村。
1999年，初中还未念完，刘光龙就草草
收场。站在硷畔上，看着一眼望不到
边的荒山秃岭，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父母，只身一人外出“闯社会”。

搬砖、挖石、铲土……靠着一身苦
力，刘光龙在县城周围打起了工。早
起晚归、风吹日晒，当小工的日子，并
不好过。

一次帮亲戚搬砖的机会，刘光龙
认识了一个砖匠师傅，听说垒砖比搬
砖挣得多，就跟着当起了学徒。

“砖匠也算是‘技术人才’，一天能
挣 300元，比当小工要挣得多多了。”刘
光龙回忆道。

几年后，刘光龙技艺学成，也结婚
生子，靠着手艺一年能挣四五万元。
生活稳定后，他把妻子和孩子也接到
了县城。自己打工挣钱，妻子照顾孩
子，一家人的日子虽说辛苦，但也幸
福。

脑子活、人实诚，与刘光龙打过交
道的工友对他很放心。圈子混熟以
后，从 2007年开始，刘光龙一有机会就
干起了承包的活，既当老板又当匠人。

“那时候经济发展好，城市建设
快、工程项目多，我们揽活也容易。”刘
光龙说，“一些大老板看不上的活，就
转包给我干。”

维修道路、修建房屋、灾后重建
……那几年，变身老板的刘光龙每一
年都能挣到 12万元左右；高光时刻，短
短一个月就挣到了20多万元。

“那个时候，生活不愁、衣食无忧，
妻子和孩子都很好，我也觉得挺满
意。”刘光龙笑道。

返乡创业当农民

2015年，离家多年刘光龙决定回

到韩老湾村。这次，他不想再当来去
匆匆的“过客”，而是要永远留在村里。

“回家当农民。”当刘光龙把自己
的想法告诉家人后，当即炸锅了。

“好不容易才跳出农门，咋又要回
村里了？”

“放着好好的老板不当，又要去当
农民？”

“是不是脑壳进水了？让我和娃
娃再回去跟你受苦？”

面对突然的决定，家人脸上写满
不解和疑惑，妻子叶庆霞也发火了。
在他们眼里，刘光龙当老板、挣大钱，
放着好日子不过，回来不仅自找苦吃，
还让他们跟着受罪。

“这样的态度，我想到过。”刘光龙
笑着说，“他们只看到眼前，没考虑到
长远。”

原来，那些年，志丹县全面发展苹
果产业，不仅吸引当地农民回乡创业，
更吸引了许多外地人。当刘光龙听说
洛川一个亲戚拖家带口来志丹承包果
园时，更是深深地刺激了他。

看着回村后一个个干得风生水
起，刘光龙对家乡的牵挂一天比一天
深厚，回村的念头一天比一天强烈。

“干工程是能挣大钱，但是结账
慢，万一拖个三年、五年的，就没有赚
头了。”

“有惠民政策支持，苹果才是长期

稳定、有前景的好产业。”
“外地人都来了，肯定是看好这个

产业，要不咋会来？”刘光龙苦口婆心
地给家人解释着。

听刘光龙一说，妻子和家人也觉
得有道理，态度逐渐转变。刘光龙不
再给他们反悔的机会，立即收拾好被
子铺盖，回到了韩老湾村。

站在硷畔上四处环望，故乡的河
沟，乡间的小路，再也不是离开时的模
样，眼前的每一座山、每一棵树、每一
个人都是那样的亲切。

“以前回来像过客，感觉心在飘；
这次回来扎根了，心里很踏实。”刘光
龙深情地说。

黄土地里能刨金

等不上幼树长大，心急火燎的刘
光龙走起了“捷径”，用 24.6万元承包
了54亩挂果园。

由于刚从工地“转岗”，没有技术、
没有经验，刘光龙一边学习、一边摸
索。哪里有培训，他就跑到哪里；技术
专家走到哪里，他就追到哪里。听说
甘肃天水、平凉果园管理得好，独自一
人连着跑了5次。

三年过去了，果园还是那片果园，
刘光龙已不再是当初“神气”的老板
了。最开始，他一边管护果园，一边打

工挣钱；再后来，打工也赶不上投资，
只能到处借钱、贷款。

2018年，刘光龙决定“另搭台子重
唱戏”，用自家的上等好地和村民互
换，集中连片建成了56亩乔化富士。

2019年，志丹县举办职业农民培
训班。刘光龙和妻子叶庆霞报名参
加，经过培训、考试，夫妻俩取得了新
型职业农民初级证书；2021年，又取得
了中级证书。

“以前觉得农民很自卑，现在当了
职业农民感觉很自豪。”拿着证书的夫
妻俩，开心地笑着。

经过几次培训，专家传授的新理
念、新技术，让夫妻俩大开眼界。刘光
龙认识到，“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
十”，好的不多，多的不好，要按照单果
管理思路，选好种、管好园、卖好果。

于是，刘光龙从果树选育开始，
将传统乔化富士全部嫁接为新品种
短枝富士，商品率由 70%提高到 90%
以上。

2021年，夫妻俩又养起了猪，走果
畜循环路子，创绿色有机牌子。“现在
存栏 60多头，去年猪的行情不好，只卖
了 11万元，帮我节省肥料 4万元。”叶
庆霞十分兴奋。

如今，刘光龙整天钻在果园，浇
水、施肥、杀虫……像抚养小孩一样上
心。“现在去趟县城反而不习惯了，待
着心慌；一回来，看见果园就踏实了。”

果园即将进入盛果期，刘光龙看
到了丰收的希望，“明年能套 10万个袋
子，预计收入 20万元，以后一年比一年
多。”

在刘光龙的带领下，在外闯荡的
村民也纷纷回来了，韩老湾村变得越
来越有人气、越来越热闹了。

在外闯荡的白海元回来了，种了
20多亩苹果，养了 60多头牛；当老板
的白鹏飞回来了，种了 60多亩苹果，养
了100多只湖羊和20多头肉牛。

村上撂荒多年的土地被流转了；
村民戒掉了喝酒赌博的旧陋习，追赶
起养殖务园的新流行；留守老人在果
园打工，家门口种地挣钱两不误。

如今，800多亩苹果成为全村致富
的摇钱树，寄托着刘光龙和村民们奔
小康的美好希望。

“回到老家，我不后悔！”追问刘光
龙当初的想法，他更加坚定曾经的决
定，“我就想回村当农民，实实在在为
家乡干点事，让村民富起来，让家乡美
起来，为乡村振兴贡献咱们农民的力
量。”

宜川县集义镇如意村是黄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庄，花椒是村里
的主导产业。近年来，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
的实施，花椒产业逐步驶入快车道，尤其是宜川县农业广播电视
学校在这里示范推广的“固土保水”措施，为花椒提质增效找到新
路径。

7月中旬，猝不及防的一场暴雨，让如意村村民王建全很是担
心地里的花椒。久旱逢甘霖，如果留不住水分，可能影响花椒的
成色，于是他一大早便来地里查看。

“昨天这雨特别大，像往年的话地都被雨水冲坏了。”王建全
说，“自从把这个铺上以后，昨天的雨水基本上都留住了，对今年
的花椒颗粒增大起了大作用。”

这场暴雨同样牵动着农广校技术员刘毅的心，他也一大早就
开车赶了过来，正巧碰上在地里的村民。经过仔细查看，发现一
场强降雨不仅留住了水分，水土也没有流失，大家都松了口气。

据了解，“固土、保水肥、防冻坑”课题由宜川县农业广播电视
学校于 2021年 4月发起，先在如意村试点，主要是解决黄河沿岸
水土流失和山地花椒产业发展难题。

“以前一年水土流失量 5毫米，实施了这个措施后降到了 0.5
毫米，对水土的保持起到很大作用。”刘毅说。

王建全介绍说：“他们最开始在我地上做这种措施的试验，发
现能起到很好的防冻、保墒、水土保留的作用，然后又在我们村发
展了几百亩。”

王建全家里有 50亩花椒地，看着满山坡挂满枝头的花椒，他
说有了国家好政策，加上这个防水固土好措施，今年花椒能收入
十几万元。

“今年的雨水也比较充足，花椒长势也好，今年可能是个大丰
收年。”王建全笑着说。

乡村振兴，就是要让村民在致富的道路上跑出加速度。除了
花椒产业，如意村借着北靠壶口瀑布、西连盘古山古庙、南接历史
名城韩城的丰富旅游资源，还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走上具有农耕
文化特色的乡村怀旧旅游的新路子。

“我们如意村的人比较勤快善良，现在打造乡村旅游，希望早
日能为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经济收入，使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美好
的日子。”村民李建设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村这个名字好，而且‘如意’是个吉祥的名字。不管哪
里人都说，一到如意村就是更加如意。”王建全说，“县上正在给我
们村搞开发，我们也要继续努力，做好旅游和花椒产业，相信如意
村村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如意。”

“政府建设新农村，改变乡村面貌，又给我们新建了这个卫生
间，确实比以前干净卫生了，农村的空气也新鲜了。”7月22日，延
川县贾家坪镇马家湾村村民白志亮高兴地说。

厕所虽小，但关乎民生。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和
健康水平，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速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延川县积
极推进全县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改造。

据了解，此次厕改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同时，从农民实际
需求出发，采用斯派尔新型材料集装厕屋和微生物降解智能马桶
或微水智控马桶。

走进文安驿镇梁家塔村村民马彩莲家中，菜园绿意盎然，院子
干干净净。马彩莲说，以前家门口的露天厕所太简陋，城里的儿孙
每次回来上厕所都皱眉头、捏鼻子、捂嘴巴，住不了几天就要走。

如今，马彩莲家的屋外砌了间“升级版”的旱厕，这让她非常
高兴。“现在用的这个马桶无蝇、无蛆、无臭味，而且化粪池出来的
粪便还能给果树上肥、给菜园浇地。”马彩莲笑道。

为高效、便捷、准确地解决农村卫生厕所的后续管护问题，延
川县农业农村局联合新田野科技集团，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物
联网技术，打造了“延川县户厕信息化智能管护系统”，同时对村
民进行管护系统培训，基本实现了厕具坏了有人修、粪污满了有
人掏、粪污处置去向明。

据了解，自2018年以来，延川县共向上争取专项资金1677.02
万元，累计改建卫生厕所8763座，卫生厕所普及率达69.95%，剩余
计划改厕3764座，整改问题户厕583座。

在延长县七里村街道雷家滩社区，
提起惠娜，周围居民都会竖起拇指称赞
道：“这个女娃不简单。”

现年 35岁的惠娜是雷家滩社区一
名网格员，自 2016年参加社区工作以
来，踏实认真、任劳任怨，把群众的大小
事当成自家事，热心服务社区群众，用
服务解民忧，用真情暖民心，短短几年
时间，她成了群众心里的“知心人”。

“要做群众的倾听者，做政府和群
众之间的连心桥，只有走进他们的内
心，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更好地服务
群众。”一路走来，慧娜无时无刻不在提
醒着自己。

群众身边的“小管家”

惠娜是安居小区 5号楼的网格员，
负责144户377人的社区事务。别看是
女同志，与社区居民打交道，她算是经
验丰富，称得上是老手。

社区工作繁杂琐碎，正因为是女同
志，惠娜显得比别人更加仔细认真、耐
心负责。一直以来，她时刻提醒自己，
要有一颗充满爱与责任的心，把关爱和
温暖送给群众，打开他们的心扉，倾听
他们的声音，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群众
所需所求所盼，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

“如何用最接地气的宣传方式，把
党的好政策好声音以及法律、安全等知
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送到群众身边。”
为很好地宣传政策出去，惠娜一直在探
索、在创新。

利用小区公告栏，定期张贴养老、
医疗、安全等知识宣传海报。惠娜考虑
到老年人以及不识字的群众，便在网上
搜集相关视频，在微信群内发送。为了
能让群众加深印象，她还定期悬挂横
幅，营造宣传氛围，一有时间便入户走
访，面对面与群众交流，宣传政策、分享
心得。

“这女娃是个好娃，都是为了我们
着想。”久而久之，群众已经把她当成了

自家人。如今，在慧娜的张罗下，5号楼
网格区楼道干净整洁，邻里之间相处融
洽。同时，也带动影响着周边楼栋群
众，共同参与到美丽小区、幸福家园的
创建中来。

社区内的“金牌调解员”

在社区工作中，惠娜主要负责综治
维稳和平安创建工作，有机会她就向社
区里的“老大哥”“老大姐”们学习请教，
在矛盾处理、服务群众等方面交流心
得。

对于群众间的矛盾纠纷调解，她常
常告诫自己，不能只待在办公室，必须
经常到居民家中去，发现矛盾及时化
解。

群众之间的矛盾有大有小，小矛盾
不及时化解就可能引发大问题。居民

每次反映情况，惠娜都认真记在笔记本
上，调节矛盾的思路也被清晰地梳理出
来。

“化解一起就红笔圈起来，需要重
点解决的就打上五角星。”慧娜说。

步子勤、步子稳、步子实，自担任网
格员以来，慧娜的脚步遍布了辖区内的
各个角落。一次次真心付出，一次次成
功调解，帮助她赢得了群众的信任，“金
牌调解员”的称号深深地印在了群众心
中。

“疫”线上的“配送员”

坚守基层一线是为了更好服务群
众。作为社区工作者，可以说惠娜就像
是一颗螺丝钉，牢牢钉在了自己的阵地
上。面对疫情，惠娜没有害怕，而是挺
在了前面。在小区里、在院落里，随处

可见她忙碌的身影，或是信息摸排，或
是上门核酸采样，或是物资配送。

“阿姨，您好！请问您家有没有从
外地来的亲戚朋友？”“没有！”“阿姨，如
果您知道这周围谁家有从外地回来的
人员，请及时告诉我们。”“好的，没问
题。”像这样的对话每天不知要重复多
少遍，但惠娜没有一丝怨言，而是无条
件地坚守。

一个口罩、一支笔、一张纸、一枚红
袖章，就是惠娜的武器。她挨家走访，
叩开每一扇门，详细了解每一个人的信
息，用脚步丈量着社区的每一寸土地，
为防疫工作筑起了一座座“数据墙”，把
责任和温暖传递给万千群众。

惠娜不怕苦、不怕累，不折不扣落
实健康监测、排查登记、防控宣传、服务
群众等各项防控举措，严把社区防疫安
全关。同时，利用“大喇叭”等方式，引
导辖区居民自觉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
定，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同时，作为

“疫”线上的“配送员”她更是责无旁贷，
针对居家隔离的居民，为他们提供“代
办跑腿”服务，竭尽所能为居家隔离的
居民提供生活保障。

闲暇时间，惠娜组织小区群众开展
各类群体活动，丰富群众精神生活。她
定期组织居民开展广场舞、大合唱等文
艺表演，还利用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
节日，召集群众举行包粽子、包月饼比
赛，让大家共享社区大家庭的快乐和温
暖，把群众的心劲拧在一起。

经过多年基层工作的历练，惠娜已
经从最初的“小白”成长为成熟稳重、经
验丰富的“老兵”，以社区为家，与居民
为伴，赢得了居民的信任，成为居民的
贴心人。

“从一份工作到一份事业，这期间
的路会有坎坷波折，会有灰心丧气，但
只要牢记初心，坚定信心，始终保持对
社区工作的热爱与情怀，相信在服务群
众这条路上一定会留下最美的足迹。”
惠娜说。

王建全：

“日子一天比一天如意”
通讯员 梁鹏 胡凡

“厕所革命”见成效 群众直夸改得好
通讯员 干轩

不当老板当农民
记者 雷荣 通讯员 马华权 晋延龙

“这个女娃不简单”
——记延长县七里村街道雷家滩社区网格员惠娜

通讯员 贾寰 记者 刘小艳

● 刘光龙和妻子在打理果园

● 惠娜入户为群众宣讲政策

● 新建厕所方便了群众

● 王建全查看花椒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