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泉镇 1250 亩、寺仙
镇 800亩、吉子现便民服务
中心 700 亩、北道德乡 600
亩……

阳春三月，行走在富县
9个苹果主产区，处处可见
苹果园内挖树清园、平整土
地的劳作场面……富县吹
响了苹果老园改造、推广矮
化密植栽培任务的冲锋“号
角”。

4月5日，在羊泉镇西里
村任海洋家的 30多亩果园
里，挖掘机、油锯、清运车的
轰鸣声此起彼伏，近40年的
残败果树被连根拔起并运
往镇上的果木加工厂。

“我们现在每天收购
200多吨果木，是去年日收
购量的两倍多，现场都没地
儿放了，40多个工人正加紧
搞生产呢。”果木加工厂负
责人申笠学说，“今年我们
需要的原材料十分充足，这
都得益于富县今年推行的
老园更新的好政策。”

沿着公路一路前行，每
个村都能看到老园更新施
工的火热场面。

“我们将在肖村到太宜
村沿线打造一条‘矮化密植
栽培示范长廊’，确保每个
村至少有一个 50亩以上的
示范园。”羊泉镇副镇长朱
成成说。

立石村党支部书记成
广军望着去年建成的 50亩
矮化密植园，手指长势喜人
的果树说：“这个枝条今年能结仨果，旁边那枝儿能
结五六个，到了明年就能大面积挂果见效。”

据悉，今年富县在全县抓建 6000亩矮化密植
园，并配套出台了《富县2024年苹果产业高质量发
展资金补助实施方案》。资金补贴多少与建园标准
和亩数直接挂钩，鼓励群众连片建园。为帮助果农
解决资金难题，施行两年财政贴息贷款。

68岁的果农成金德听完村支书上门讲解老园
改造建新园的利好政策后，让原本摇摆不定的他吃
了颗定心丸——自己年龄大、干不动了，果树也老
了，腐烂严重，矮化密植园省劳力、效益又高，关键
是建园的钱还有了着落。

在政策的激励下，果农们纷纷像成金德一样加
入到大干建新园的队伍中，成广军带领村民打造

“千亩示范园”的信心更足了。全村涉及 132户果
农的686亩高标准示范园正在倒排工期、火热建设
中。

“绿色代表确定建园户，黄色代表有意向建园
户、红色代表暂无意愿建园户。”羊泉镇镇长刘静翻
看着全镇各村绘制的《苹果产业一览图》，内心也绘
制出全镇苹果产业发展大“蓝图”。

“我们因园施策，创新制定‘三色’管理工作法，
为全镇所有果农建立‘一园一策’台账，加快推动老
园更新建设步伐，全面推进我镇苹果产业提质增
效。”刘静说。

与羊泉镇一样，吉子现便民服务中心的老园更
新也热火朝天。各村的微信群、干部和果农们的朋
友圈，都被中心推出的苹果建园宣传片刷屏。

视频中，串坡村党支部副书记王红喜已建成 6
亩矮化中间砧密植园，4年前建的园子去年受冻害
影响亩均收益1.1万余元，5年前建的园子没受冻害
影响亩均收益2万余元。

这几天，王红喜正忙活着把家里剩余 6亩老园
的树全部挖了，重建矮化密植园。

“如果 12亩地都栽上矮化中间砧密植果树，到
丰产的时候预计一年最少收入30万元。”王红喜说。

该中心为了更好贯彻落实苹果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决策部署，广泛走访调研、征求果农意见，结合
生产用水紧缺困难、果农分散经营的实际，通过对
比中间砧、自根砧、青砧等栽培模式，最终把“矮化
中间砧建园”确定为主推模式。

为破解广大果农在建园中遇到的资金技术问
题，还创新搭建“政银企农”四方建园平台，由银行
提供 3年低息免担保贷款，政府为果农提供 3年贴
息贷款，企业提供技术管理服务，果农按照技术标
准要求抓生产，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

据了解，该中心除落实县财政补贴外，还协调
配套每亩不超过 3000元的三年贴息贷款，并以 40
吨有机肥用于奖励率先完成前500亩建园的果农。

杀猪杀尾巴——各有各的法。在矮化密植园
已成为苹果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上，富县
各乡镇都在积极创新工作方法，全力守好苹果这个
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

“接下来，我们将紧抓延安创建全国苹果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机遇，加快完善苹果产业‘科技服务、
防灾减灾、市场营销’三大体系建设，大力推广矮化
密植模式和新品种、新技术，推动苹果产业高质量
发展，筑牢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富县副
县长辛永峰说。

“春琴家这次过事‘底亲门户’降到
1000元了。”

“这是好事。现在钱难挣，咱们这儿
门户还高的不行，腊月天里来上几个‘底
亲门户’，年都不好过了。”

门户紧如债，提着锅儿卖。流传在
富县的这句俗语，形象地道出了当地长
期以来名目繁多的酒席、逐年攀升的礼
金给百姓带来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

近年来，除了红白喜事外，富县还流
行在乔迁新居，开业庆典，子女满月、升
学、参军，老人过寿、合木、立碑、三周年
忌日等事宜时宴请，滥办酒席之风盛行，

加之攀比心理作祟，礼金数额也水涨船
高。

3月 20日，富县羊泉镇太宜村弥春
琴家的过事宴席上，亲戚的礼金降至
1000元。这是富县历史上首例，打破了
长久以来礼金高，群众为人情所累的陈
规陋习。

“过事的前一天晚上，村干部来家里
说县上出了新规定，‘底亲门户’不能超
过1000元，我就赶紧给亲戚打电话通知
了。”今年 65岁的弥春琴说，“农村人这
几年收入都不行，门户降低是好事。”

人情之累，拖住发展脚步；移风易

俗，凝聚奋进力量。
太宜村的红白理事会自 2014年成

立以来一直对大操大办、薄养厚葬、铺张
浪费、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进行监督，不
断加快移风易俗、乡风文明建设。

“从最开始的两盒烟不超过 50元，
一瓶酒不超过100元，到后来的‘28123’
机制，再到现在的‘降礼金’，村民家里过
事不铺张浪费了，讲排面、争面子的行为
得到了很大改善。”太宜村红白理事会会
长李广明说。

今年以来，羊泉镇在全镇范围内积
极发挥各村红白理事会作用，在“过事”

宴请中坚持“少过事、减礼金、降支出”的原
则，引导群众转变观念，摒弃高价礼金、人情
攀比、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将移风易俗传
递到每个家庭。

移风易俗专项整治期间，富县利用微信
公众号、短视频、广播等不断加大宣传力度，
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引领作用，坚持以党
风带民风，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深入开展。富
县纪委还成立了明察暗访组，不定期前往全
县各大酒店开展检查、走村入户开展暗访，
设立举报箱，公布举报投诉电话，充分发挥
群众监督作用，在全县织就了一张严密的监
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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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静（左二）正在对照立石村的《苹果产业
一张图》指导老园更新建设工作

富县倡导过事新风降低亲戚随礼标准——

礼金降温 群众减负
记者 樊小帅 通讯员 杨雪

在工作中，吉子现便民服务中心各级党员
积极开展承诺践诺，亮身份、当先锋、作表率，累
计承诺 240条，践诺 225条；基层党组织聚焦 5
个方面问题，主动检视问题，累计检视问题 25
件，制定整改措施25条，已经完成整改23件。

吉子现便民服务中心还开展了“大走访、大
调研”活动，坚持边学习、边调研、边工作、边总
结，构建全员调研工作格局，形成《如何加大招
商引资 破解吉子现三产发展不平衡瓶颈的对
策研究》《苹果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和对策》《如何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等调研报告。

“修剪行道树、清理水渠、新修花园、铺设砂
石路、打机井、安装路灯、新建村文化广场，这些
小事看似微末，实则关乎每一位群众的切身生
活。急群众所急，愁群众所愁，是我们每一位党
员的自觉，身在一线更要干在一线，哪怕仅仅是
陪村里的留守老人说说话，我也感觉很开心。”安
子头村驻村干部查鑫说。

针对广大果农愁盼的生产资金、果园管理
技术等问题，吉子现便民服务中心创新搭建了

“政银企农”四方建园平台，即政府协调、银行贷
款、企业管理、果农生产，由银行提供三年低息

免担保贷款，政府为果农提供三年贴息，企业提
供技术管理服务，果农按照技术要求抓生产，从
资金和技术层面解决了果农改建升级果园的难
题。目前，已建成以农户为经营主体的矮化密
植园 127亩，开辟了建园新路径。

“今年我们还将继续做优做精苹果产业，做细
做实特色产业，在农产品精深加工上下功夫，打通
农产品网络销售渠道，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围绕大唐延安电厂做好各项
服务，发展好第三产业。”吉子现便民服务中心党
委书记雷杨说。

承诺践诺 共情于民

近日，针对苹果树龄较高、抗病害能力差和果园都亟待更新
等问题，吉子现便民服务中心从模板打造和苗木培育两个方面
入手，就果农朋友们关心的问题进行解答。

走进吉子现便民服务中心串坡村，160亩现代苹果产业示
范园内，一棵棵整齐排列的苹果树苗向阳而立，放眼望去，整个
果园上空撑着白色的高强度防雹网，滴灌系统、水分（肥力）信息
化传感系统、远程系统一应俱全，3.5m×1m的株行距不仅为果园
带来了更好的光照和通风，还能让农机在果园内畅通无阻，让树
上作业更加高效和安全。

“现在国内外苹果种植正由乔砧稀植向矮化密植转变，这片现
代苹果产业示范园的建设，正是给广大果农吃的一颗定心丸，也是

给大家提供一个可复制的果园打造模板。”串坡村党支部书记王怀义
说。

模板有了，选哪种苗木也是个问题。为此，吉子现便民服务中心
流转了河南村150余亩土地，由村集体与黄土高坡公司共同建设集
品种研发、培育繁育为一体的现代化矮化苗木科技示范基地，其研发
培育的苗木未来将广泛用于老园改造和品种更新上。

除了在苹果主产业上的探索，吉子现便民服务中心在特色
产业的探索上也投入了大量精力。例如在 3个川道村大力发展
胜利 100号老品种红薯 1000亩，新建 5亩红薯对比优选试验田，
探索发展富硒红薯 10亩，发展贝贝南瓜 300亩，并探索加工苹果
干、红薯干等休闲食品，提高产品附加值……

锚定目标 探索发展

农业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工业也不遑多让。大唐延安电
厂的建成投产，为吉子现带来了新的发展活力。

“电厂建好后，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来我这吃饭的人多了，很
多都是操外地口音的，一听就知道是在电厂工作的人。”便民服
务中心吉子现村餐馆的郭老板说。

大唐延安电厂为吉子现带来的人气，不仅让吉子现的市场
活了起来，也让吉子现未来发展的路线逐渐清晰起来。

围绕服务大唐延安电厂，吉子现便民服务中心计划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以大唐延安电厂余热废气、固废处理、协
议电价等优势资源，招引电力产业上下游延链补链建链强

链的链主企业入驻。谋划建立桶装水营销公司。基于当前桶
装水厂较多的现状，为了避免恶性竞争，实现生产营销资源优
势互补，以村集体联合总社的名义建立桶装水营销公司，注册
山川驿桶装水品牌，将桶装水销售至大唐等驻地企业、中心站所
和中指塬其他乡镇。

此外，针对吉子现村尚无一家洗车场，洗车市场需求较大的现
实问题，以股份经济联合总社的名义建设一座小型洗车场，建成洗
车间（6间3个）对外租赁。成立物业公司，以股份经济联合总社的
名义继续托管镇区环境卫生，拓展大唐延安电厂及下属企业垃圾、
污水外运处理业务，壮大集体经济收入。

工业带动 再添活力

“这几年除了红白事，上梁、做寿木、搬房之
类的门户少多了，酒席标准也统一了，大家一口
一个‘招待不周’，但其实心里都觉得轻松多
了。”吉子现便民服务中心杨家河村村民杨永合
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2019年，吉子
现就依托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实行了

“28123”移风易俗工作机制，通过日常劝诫引
导，经过多年的习惯和适应，让群众渐渐感受到
移风易俗带来的文明清风，自觉摈弃陈规陋习。

文化活动作为塑造地方形象、重振士气、改
善面貌的主要方式，一直以来备受大众重

视。吉子现便民服务中心组织举办了文艺晚
会、篝火晚会、网红直播、趣味运动会等活动。
同时，还规划了便民服务摊位，吸引周边商户参
与其中，活跃了外摆经济，丰富了居民生活。当
地的安子头踩高跷、东屯么震鼓在富县参加非
遗演出，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此外，惠民演
出、电影下乡等文化活动形式，极大丰富了群众
业余生活。

在安子头村孙氏宗祠碑记中有这样一个词：“设
学申义”，即开设学堂、阐明意义。百年来，安子头
村秉承着“兴学重读传家，明礼修为育人”的优良
传统，村里更是成立了敬老助学帮急爱心服务中

心，资助品学兼优的学生。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
哺之义，如今学子们学有所成，亦有了回报家乡的
能力，“育苗计划”便应运而生了。

“育苗计划”辅导班由返乡大学生担任辅导老
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进行学业、兴趣课程培
训，同时邀请村内五老乡贤、道德模范、身边好人
等为学生们讲解村子历史、乡土民情等课外知识，
为村内学生提供假期学习环境，杜绝了学生放假
后无人约束、发生不安全事故，解决了家长的后顾
之忧，也为返乡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回报父老乡亲、
展示自己的舞台，增强全村村民的凝聚力、向心
力。

乡风文明 传承优良

绘得乡村如锦绣
——富县吉子现便民服务中心发展侧记

通讯员 吴龙迪

4月，
行走在富
县吉子现
便民服务
中心田间
地头，忙碌
的身影随
处可见，机
械轰隆声，
劳作吆喝
声，春种嬉
笑声……

● 村民红薯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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