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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本报讯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侯
翠）“想当年我父王寿州闯荡，回朝来染重
病扎倒龙床……”近日，在洛川县交口河镇
吉家河村的文化活动广场，一场“八比八
评”暨文艺演出文化活动让整个村子热闹
非凡。

为倡导文明新风，推进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活动中，吉家河村“两委”会对在“八
比八评”活动中选出的务果能手、好媳妇、

脱贫致富之星、花园式家庭、心系故土乡
贤、助人为乐之星、优秀驻村干部等8名先
进人士及荣获优秀学子的8名同学进行了
表彰奖励。

活动在歌曲《听我说谢谢你》中拉开了
序幕，两个小时的活动中，县剧团的独唱
《最美的歌》、戏剧《状元媒》《梁秋艳》等节
目与来自周边村子舞蹈队的舞蹈《山里人
乐得好潇洒》《就想和你到白头》等节目同

台演绎，让村民们享受了一道丰盛的文化
盛宴，赢得村民的阵阵掌声。

吉家河村只是洛川县推进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提升村民文明素质、开展“八比八
评”活动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为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洛川县以“八比八评”评比活动为载体，在
全县深入开展“比技能，评务果能手；比孝
爱，评和谐家庭；比公德，评身边好人；比

教育，评优秀学子；比环境，评花园式庭
院；比新风，评移风易俗先锋；比自励，评
脱贫致富之星；比贡献，评心系故土乡贤”
为内容的“八比八评”活动，评先进树典
型，全力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巩固提
升村民文明素质和村镇文明程度，倡导文
明新风，建设和谐洛川，让农村成为安居
乐业的美丽家园。

金秋十月，硕果飘香。近日，志丹县 30万
亩山地苹果迎来采摘季，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
头，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果香，果农们也忙着
采摘、分拣、装箱，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繁忙的
丰收景象。

在永宁镇麻湾村柏林庄村小组果业大户常永
宁的果园里，一个个沉甸甸、红彤彤的果实压弯了
枝头，让穿梭在果园中忙碌采摘的常永宁喜上眉
梢。

“我们这里很适合发展苹果产业，去年我就卖
了 8万元，今年最低要卖下十二三万元。”常永宁
笑着说，“明年我还要继续好好管理果园，争取果
园收入能达到20万元。”

麻湾村辖五个村民小组159户627人，几乎家
家户户都有苹果，近年来，村民们逐渐尝到了小苹
果带来的“大甜头”。因此，在日常果园管理上更
精细、科学，加上投入跟得上，麻湾村的苹果成了
果商争相订购的“香饽饽”。

“今年这里收了 50多万斤苹果，均价都在
3.4 元左右。”外地果商郭志强笑着对记者说，

“主要是这里的苹果口感好、颜色好、个头大，很
受广东人的喜欢。”近年来，麻湾村按照“支部+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充分依托苹果示范园和
家庭农场的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加强果业技
术的普及和推广，高质高效推进苹果产业发
展。目前，麻湾村共有果园面积 2180亩，集中
挂果园 1880亩，预计年收入 1500万元。

金秋十月，五谷丰登。近日，记者走进志丹县
杏河镇边咀村的320余亩村集体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地，看到一台台收割机正在忙碌着收割玉
米，果棒粗壮的玉米和颗粒饱满的豆荚，让志丹县
陈德智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德智喜不自
禁。

“玉米和大豆即将迎来‘双丰收’。”陈德智给
自己算了一笔账，“这多亏了国家的好政策，加上
今年的雨水又好，我算了一下，毛收入在 40万元
左右，纯利润有 30万元左右，明年我还想扩大规
模种植。”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是对传统间作
套种技术优化和提升，可充分发挥玉米边际效应
和大豆根际固氮养地作用，进一步改良土壤肥力，
实现一田双收、稳粮增豆，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说起带状复合种植技术优势，陈德智滔滔不
绝。

志丹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侯宝梁介绍
说，志丹县选用“2+4”种植模式，即两行玉米、四行
大豆种植模式，采用“五统一”推广方式，即统一良
种、统一施肥、统一密度、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机
械化作业，不仅提高了产量，也方便收割。

今年以来，志丹县紧紧围绕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相关政策，坚决扛
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
突出位置，在全县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模式。据统计，仅 2022年，全县共完成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 2.02万亩，创建示范点 26个，
全面保障粮食安全生产，推动农民增收。

果香沁脾溢满园
——志丹县吴堡便民服务中心产业振兴发展小记

通讯员 韩慧 安英 记者 方大燕 王锋

山地苹果分外红
记者 方大燕 通讯员 宗孝玲

一田双收 稳粮增豆
记者 方大燕 通讯员 朱志元

金秋十月丰收季，满园尽飘苹果
香。行走在志丹县吴堡便民服务中心的
乡间村社、山山峁峁，红彤彤的苹果挂满
树梢，每棵果树都铆足了劲儿地酝酿着
甜意，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富士苹果成
了金秋季节水果中的“C位王者”。果农
们个个忙碌在果园里，采摘、装箱、过秤，
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这个果子转一下着色程度好，效益
能增加一倍以上。”指着一颗颗红苹果，
王宗学就像是一个“专家”。

果农王宗学是吴堡便民服务中心有
名的苹果种植大户，共有果园130余亩，这
两天，他整天在果园里忙碌着转果、摘叶，
让苹果更好地着色，以便卖个好价钱。

王宗学一边忙碌一边向我们介绍，“我
这片园子今年大概套了 60万袋，商品率
按 80%算下来，就是 24万至 25万斤，如
果能达到 20万斤以上，那我的苹果今年
收入大致就能达到七八十万元。”

陈山村是吴堡便民服务中心的一个
山岭村，全村共有果园面积1500亩，可以
说家家种果树、户户有果园，李锋也是其
中一位。2008年，在全县大力发展苹果
产业的政策带动下，李锋信心满满地发
展起了自己的苹果园，但由于地势不好、
技术跟不上，导致收入不佳，他曾一度想
要放弃发展苹果产业。2017年，在镇村
两级干部的鼓励、支持和帮助下，李锋又
新建起了两亩川地苹果园。如今，李锋
的果园管理得井井有条，果树长势也非
常好。

“这是短枝富士，今年已经挂果了，
再一年就能收入一两万元，我跟老伴两
个人一年就够开支了。”李锋对他的已挂
果果树很是满意。

乡村“能人”和“大户”脑子灵、思路
活、信息畅，他们不仅有“传、帮、带”的能
力，更有“支、扶、投”的实力。作为陈山
村党支部书记的雷贵亮，不仅管理着村

里的大小事务，而且还是村里有名的“技
术能人”。近几年，他除了要将自己的
117亩果树管理好之外，还要整日奔波在
其他村民的果树地里，帮助指导他们修
建、拉枝、施肥等等，身体力行地带动全
村苹果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据雷贵亮介绍，陈山村今年挂果园面
积是1590亩，套袋500万个，预计收入500
万元以上。接下来，村上将巩固提升挂果
园的果质，提高商品率，增加果农收入。

双庙村苹果种植户李金山家的苹果
也喜获丰收，作为拥有10多年种植经验的

“老果农”，他家的苹果因为个头大、色泽
亮、味道甜，现已被外地客商全部订购。

“看了一下，这苹果质量还挺好，口
感也好。目前，我已经订了60万斤，随后
只要苹果还有，我还会陆续再订。”河北
果商李平对双庙村的果品质量还是很肯
定的。

“这三年每年大体纯收入就是10万元

左右。今年套了27万个袋子，大体收入可
能就是30万元多一点。”掐指算着自己的
收入，李金山对发展苹果产业信心更足了。

近年来，吴堡便民服务中心按照“强
服务重管护，抓老园提效益，管幼园促成
长”的工作思路，不断在“抓管理、抓培
训、抓撂荒、抓规模”上下功夫，认真落实
行政推动、示范引领、效益驱动、科技支
撑等具体措施，全面推动苹果产业做实
做大做强。截至目前，全中心共发展苹
果园2.02万亩，挂果园8300亩，村集体果
园 507亩，今年套袋 1500余万个，预计产
量1000万斤，产值将达2000余万元。

对于下一步的发展，吴堡便民服务
中心主任黄永华已心中有数，“未来，我
中心将坚持‘果品提质、果业增效、果农
增收’工作思路，持续在示范带动上做文
章，努力实现‘管理精细化、经营规模化、
产出商品化’，不断推动苹果产业高质量
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疫情防控，党员向前。身着“红马甲”
的党员志愿者是疫情防控的“宣传员”，也
是群众的“服务员”。这一抹亮眼的红色，
绘就出疫情防控中的温暖底色。

冬日的陕北干燥寒冷，凌晨5点，天还
没有亮，党员志愿者张琛已经赶往核酸检
测点开启了一天的防疫工作。

这天是新一轮核酸检测的日子，志丹
县文联党员志愿者张琛要和同事们在6点
之前完成准备工作并开始检测。

在核酸检测过程中，志愿者张琛按照
统一安排，布置核酸检测场地，尽职尽责
做好各项工作。“请主动扫码，保持 1米距
离。”“慢慢来，别着急，请注意安全！”这是
他重复说的话语。同时，一旦发现老弱
者，他便快速上前帮扶引导，以最快的速
度帮忙完成核酸检测采样。

“这会儿核酸检测点位人多，孩子还要
上课，时间紧，能通融一下让孩子先做吗？”

“别着急，来，我带他去队伍前面先做！”
……
志愿者张琛和他的同事们每天都会

收到很多居民需要帮助的请求，他们都会
耐心处理，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解决了群
众的燃眉之急，群众才能安心居家，配合

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核酸检测结束已是晌午，张琛跑回家

草草吃了午饭，就奔赴到了单位所属社区
的吉安巷防控点换下上一班岗的同事。
开始了进出人员“两码”核验、核酸检测查
验、县外来志人员摸排、居家隔离人员管
控和小区（网格）在县外人员信息摸排等
工作。同时，张琛还会耐心细致地为居民
进行心理疏导，帮他们答疑解惑，为守护
家园平安默默奉献着爱心和真情。从白
天到夜晚，他始终奔走在一线，忙碌得几
乎无法休息，却没有喊过一句辛苦。他
说：“我觉得志愿者并不是一种光环，而是
一种责任，要时刻走在前面，要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虽然累，但非常值得，在疫情
如此严峻的形势下，能够尽自己绵薄之
力，吃点苦、受点罪不算什么。”

志愿者张琛忙碌而普通的一天，只是
众多抗疫志愿者的一个缩影。

一个党员，一面旗帜。截至目前，志
丹县已有 3000余名党员志愿者下沉社区
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志愿者们尽职尽责，
克服困难，积极协助配合相关社区、单位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用实际行动筑起联
防联控防疫战线。

这抹“红”真亮眼
——记党员志愿者张琛的一天

通讯员 高庆荣 记者 王锋

● 张琛（左）在社区防控点吉安巷值班

● 常永宁在自家果园

● 收割大豆

文艺演出惠民生“八比八评”树新风

● 果农对苹果分拣装箱● 果农王宗学正在采摘苹果 ● 吴堡便民服务中心苹果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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