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役不退志，退伍不褪
色”。这是退伍军人惠延锋的军
人本色。如今42岁的惠延锋已经
在富县平凡的基层岗位上工作了
17年。今年5月，他数不清的荣誉
奖项又多了一项：“陕西省全面提
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
最美生态环境志愿者。

“当时单位推荐的人也比较
多，想着入围不了，但最后结果下
来也让我挺惊讶的。”惠延锋同志
谦虚地说。

★军营锤炼 铸就坚韧意志

惠延锋的成长背景充满了红
色精神的熏陶。因表哥曾在部队
服役，一腔报国热血使他自幼便
对军人生活充满向往。

18岁那年，他毅然决然地踏
上了参军之路，成为中国人民解
放军 66150部队的一员。在部队
服役的五年间（2000 年至 2005
年），惠延锋凭借出色的表现获得
了“优秀新兵”“优秀学员”“优秀
新兵班长”等多项荣誉奖章。

这段军旅生涯不仅锤炼了他的
意志，更让他学会了坚持与奉献。

★退役择业 环保领域显身手

用青春守护美丽中国，用执着
织就生态画卷。这是基层环保人的
使命初心，也是他们为之奋斗一生
的目标所在。脱下军装，换上便装，

惠延锋并没有松懈，而是继续以军
人、党员的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对于富县农村能源建设办公
室干部惠延锋来说，基层工作接
近17年，栉风沐雨，甘苦自知。

“从 2021年 10月分配至富县
农村能源建设办公室至今，我主
要负责和担负富县农村面源污
染、废旧农膜（反光膜）、农村人居
环境、农村‘厕所革命’等业务。”
惠延锋说。上万个日夜的不懈坚
守，锚定目标的砥砺前行，他以

“微光”点亮星辰大海，汇聚起共
同守护家乡蓝天碧水净土的中坚
力量，成了一道最美的时代风景

线。
坚持本职工作、热爱志愿事业，

在工作和生活中时刻坚守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如同他
心中的绿洲，在环保的荒漠中茁壮
成长，绽放出勃勃生机。

★认真负责 群众意识住心间

“他能够在第一时间主动协调
和解决我们所反映的相关困难问
题，对群众反映的人居环境问题也
能够第一时间入村入户积极解决，
得到了镇村干部及村民的一致好
评。”这是富县羊泉镇人民政府干部
张博对惠延锋的称赞。在日常工作

中，他履职尽责、主动作为、联系群众，
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了军人特有的担当和奉献精神。

“当时去牛武镇宣传垃圾分类，
当地的老百姓只知道什么东西能卖
钱，什么东西不能卖钱，垃圾分类的意
识十分薄弱。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就给
他们进行讲解，让他们知道垃圾分类
的重要性，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惠延锋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工作要有
温度”的理念。

“为绿水青山立心，为环保事业立
命，为子孙后代立福，这是我工作的初
心使命。”惠延锋说。

★回馈社会 绿色征途无限长

惠延锋说：“一人好不算好，大家
好才是真的好。”在工作获得许多成就
的同时，惠延锋并没有忘记回馈社
会。无论是环境保护还是进乡村、进
社区，他都身体力行，用自己的力量为
需要帮助的人送去温暖与希望。

在他的身上，能够看到军人的担
当与奉献，更看到了一个基层干部对
社会的关爱与责任。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担当。在这场基层生态文
明保卫战中，为全面提升公民生态文
明意识，惠延锋日复一日，矢志不渝。
他将继续砥砺前行，努力为山清水秀、
天蓝地净的锦绣富县画卷增光添彩作
出更大贡献，在环保的征途上书写属
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 惠延锋入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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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小燕）眼下，黄龙县瓦子街镇的甘蓝迎来
收获期，村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进行采收，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喜
人景象。

走进孟家河村蔬菜种植基地，放眼望去满目碧绿。一颗颗绿油
油、水嫩嫩的甘蓝像是镶嵌在田间的“绿宝石”，菜心圆润饱满。10
余名村民熟练地铲下成熟的甘蓝，整理、背运、装车，不一会，一筐筐
还带着露珠的甘蓝就装满了货车，等待外运至供应市场。

据了解，瓦子街镇早晚温差大，夏季气候凉爽，非常适宜发展高山
冷凉蔬菜。2018年，瓦子街镇引进高山冷凉蔬菜项目，引导村民试种
植，现在已经形成家家有蔬菜种植基地，人人都会种菜的模式。目前，
瓦子街镇的高山冷凉蔬菜已经发展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品牌产业。

“我住在分界村，看见李支书在群里发的招工信息就过来帮忙
收甘蓝了，每天早上采摘 5个多小时，就能赚 150块钱，刚好补贴家
用。”家住分界村的李梅花高兴地说道。

“我是从山西来的菜商，今年这是第 3次来这里收购甘蓝，目前
甘蓝的收购价格是1元多一斤，咱们瓦子街当地种植的甘蓝品质优
良、营养价值丰富，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青睐。”货运刘师傅告
诉笔者，这些新鲜采摘的甘蓝，将通过便捷的物流渠道，迅速销往渭
南、山西等地。

产业兴，百姓富。近年来，瓦子街镇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
中，紧紧围绕“一镇一特”“一村一品”要求，大力发展城郊型农业、高
效型农业，因地制宜、科学谋划，推进建设了一批规模化、产业化、集
聚化的农业产业，全镇农业产业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下一步，瓦
子街镇将继续扩大甘蓝种植规模，不断优化种植技术，提升产品品
质，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品牌。

本报讯（通讯员 李文振 胡晓
蒙）“果树品种老化、果园病虫害增
多、效益不佳，挖掉老园建新园，到盛
果期还需要七八年，咋办？”3年前，宜
川县云岩镇辛户村苹果产业面临“更
新换代”，不少村民犯愁。

“好品种才能带来好收益，咱要
算长远账，矮化密植是个好方向。”宜
川县云岩镇副镇长、辛户村党支部书

记张延刚为村民支招。
近日，在云岩镇辛户行政村史村

高标准矮化密植示范园，一排排苹果
树整齐排列，一个个沉甸甸的苹果挂
满枝头，长势喜人。

“这是 2022年全县第一块新优
品种改良示范园，今年就实现了大面
积挂果，预计亩产能达到 3000斤。”
果农袁宁宁高兴地说，“品种新、种法

新、管理新，品种改良不仅使产量比
过去翻了一番，还让苹果品质大幅提
升。”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苹果是宜川县云岩镇的支柱产
业，苹果面积 10万亩，全镇 90%的农
户依靠苹果增收，可以说苹果品质的
好坏直接决定云岩镇 3万果农的收
入。

然而，经过近 30年的种植生产，
树体老化、品种退化、劳动力弱化及
后继管理无人、机械化智能化管理程
度低等问题日渐突出，成为云岩镇乃
至宜川县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拦
路虎”“绊脚石”。

苹果品质的改良势在必行。
2022年，宜川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苹果的新优品种改良工作，按照“以
水定产、因地制宜、宜乔则乔、宜矮
则矮”的理念进行改良，这给云岩镇
苹果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新机遇。

“从 2022年开始，按照县委、县
政府的要求，我镇重抓新优品种改良
工作，2022年当年发展高标准示范园
429.5 亩，成活率达 99%，长势非常
好，当年栽植两年挂果，第三年接近
丰产的效果，其中史村示范园的今年
挂果量为每亩 7000颗苹果，预计亩
产可达 3000斤以上。目前，全镇新

优品种改良果园面积达 1.8万余亩，
长势都非常好，果农积极性很高。”宜
川县云岩镇副镇长王延宁介绍说。

果业向新，技术“开路”。“在全县
开展苹果品种换优、果园更新，除了
采用新优品种，我们在生产中推广矮
化密植栽培，采取大苗建园、宽行密
植栽培模式，实现水肥一体化种植，
将机械化作业运用到苹果种植全过
程，这样到了第二年就能挂果，第四
年就能进入盛果期。”宜川县果业技
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农艺师
李小卫介绍说。

李小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普通
乔化果园一般要 6年才开始初挂果，
10年以上才开始进入盛果期，在这中
间的空档期果农就没有收入，一般要
8年才能收回成本。而矮化苹果管理
好 4年就可进入盛果期，亩产苹果可
以达到 7000斤至 11000斤，4年就可
以收回投资。而且，施肥打药均可使
用机械完成，修剪、拉枝、套袋人工费
用也不到乔化树的一半。

果园更新，增产增效。通过近三
年的新优品种改良工程，全县目前改
良面积已达3.8万亩，涵盖维纳斯、秦
脆等特色新优品种，这些新优品种果
树的更新，不仅吹响了乡村振兴的号
角，也让果农们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果园改造成效显 新优苹果挂满枝

● 果农和苹果技术员正在查看苹果长势情况

近日，走进宜川县丹州街道后
门村葡萄种植基地，只见一人多高
的葡萄架上，一排排整齐划一排列
着，一株株葡萄藤沿着葡萄架攀爬
蜿蜒，绿油油的藤叶下挂满了串串
葡萄，色泽鲜亮、果实饱满，令人垂
涎。

“这些是准备明天拿到县城早
市售卖的，赶天黑前必须完成 300
斤采摘任务。”村民王金民说。

今年 70岁的王金民是后门村
的葡萄种植户。最近这段时间，几
乎每天下午，他和老伴都会采摘成
熟的葡萄，经过选果、打包装箱后，

再由儿子王军平连夜运往县城，赶早
在农贸市场销售。

“我家园内种植的葡萄优质品种
有‘蜜光’‘夏黑’‘户太八号’‘阳光玫
瑰’等品种，挂果多、口感佳，很受顾客
们的喜欢，既供个人采摘，也向超市、
商铺批发销售。”王金民高兴地说，“得
益于葡萄精品化种植，现在亩产达
3000斤，按照每斤葡萄 5元计算，5亩
地收入可达7万多元。”

在后门村，像王金民一样走精品
化道路的种植户不在少数，他们全部
受益于控产提质的发展模式。

“虽然葡萄产量降低了，品质却提
高了，市场效益更好了。”宜川县丹州
街道后门村组长王忠堂介绍说，“控产
提质就是把葡萄每亩产量控制在
1500公斤以内，每串葡萄重量在 1斤
左右，每个平方选留5串葡萄，以保持
葡萄架通风透光，促进葡萄成熟和甜
度提升。”

随着后门村葡萄产业规模的壮
大，也推动了乡村农旅一体化发展。
每年葡萄成熟季，游客纷至沓来，为当
地带来了人气和活力。

“今天正值周末，我们带着孩子来

体验一下自己动手采摘的乐趣，新鲜又
美味，室外活动锻炼体魄的同时，也能
实地感受丰收的喜悦。”前来采摘的市
民李莎莎说。

“这里的葡萄口感好，特别甜，家人
和朋友们都喜欢吃。”市民王磊说，他今
天正好路过后门村，就又来采摘一些带
回去给家人、朋友品尝。

为什么后门村的葡萄这么甜？是
因为这里的土壤、气候适宜。这几年，
后门村葡萄种植户为了提升葡萄的品
质，不断改进种植技术，通过防虫网、生
物防治等技术措施，葡萄的经济效益得
到显著提高。

“没用农药，没用无机肥，没用膨大
剂，自然成熟，富含多种营养元素，又酸
又甜……”后门村葡萄种植户李菊梅
说，“我们种植的葡萄是纯天然的，严格
按时间节点进行农事操作，依靠优良的
生态气候条件，确保每一粒葡萄都有上
乘的口感和品质。”

葡萄成熟甜，果农笑开颜。现如
今，后门村通过葡萄种植，引导基地发
展葡萄采摘游，打造出一条“甜蜜产业
链”，让小葡萄“串”起乡村振兴“甜蜜致
富路”。

“以前，不管春夏秋冬办白事，都是七大碗八大碟地上一桌子，
席散了之后，一半都没吃了，都可惜地倒掉了。还是如今的政策好，
只管上大盆子的菜和肉，谁吃多少自己拿碗就行，省下了不少钱，还
能吃好。”近日，今年70岁刚上完礼的甘泉县美水街道西门坪村的李
大爷说。

经了解，传统的丧事习俗让许多家庭苦不堪言。为了操办一场
体面的丧事，人们不仅要花费大量的金钱，还要投入很多精力和时
间。设席宴请亲朋好友，虽然体现了对逝者的尊重和对生者的慰
藉，但也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和攀比。而且燃放烟花爆竹、焚烧纸
钱等行为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影响空气质量和生态平衡。

“以前一台酒席少说也得花费上万元，在村民的旧思想中，办白
事的排场是‘面子’的体现，排场越大，意味着对亲人越重视，可一半
都浪费掉了。但通过政府和文明实践办的思想教育后，彻底把那种
陋习改了。”道镇东沟村党支部书记胡春玉说。

甘泉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宣传
“葬礼一切从简，不请客、不收礼，不办宴席，不放鞭炮”等丧事简办
的意义和好处。从社区宣传栏到乡村广播，从线上媒体到线下活
动，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宣传移风易俗丧事简办的重要意义，提高群
众的思想认识，引导他们树立文明节俭的丧葬观念。

“家里出了这种事，老人愁得不行，没想到村里的红白理事会倒
给你安排好了，钱都比初算的少出了一半，还人人都愿意出来帮
忙。”桥镇乡刘老庄村今年 30岁的刘向亮说。因为，他 83岁的爷爷
刚去世，爸爸在一边不知道该叫谁帮忙才好时，红白理事会的王大
爷知道后，在一旁几十分钟的电话就安排好了。

该县各乡镇各村委会（社区）结合本村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村规
民约，对丧事办理的规模、标准、流程等进行明确规定，规范群众的行
为。各村成立红白理事会，由村里德高望重、热心公益的人士担任成
员，负责监督和指导丧事办理，在过白事时，早上大多会吃一顿羊肉饸
饹，中午提供三至五种自助烩菜，既省了钱，也避免了浪费，让来的人
吃到了自己喜欢吃的，并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进行劝阻和纠正。

在此基础上，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以身作则，为群众树立了榜样。
也使得群众的观念逐渐转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逝者的怀念不
在于形式的奢华，而在于内心的真诚，丧事简办不仅减轻了经济负担，
更让丧葬仪式回归了庄重、肃穆的本质。

“此方法降低了丧事的费用支出，让家属能够更加专注于对逝
者的怀念和对生者的关怀。减少了对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浪
费，由原来的10人一桌1000元的按桌包席改为人均15元的烩菜，以
12桌计算，共可节省近1万元，也避免了因丧事攀比、铺张引发的矛
盾和纠纷，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更使社会风气有了改善，树立了
文明、节俭、环保的丧葬观念。”县实践办副主任白涛说。

丧事简办“不设席”这一小小的改变，将如同星星之火，点燃文
明的火炬，照亮全县的每一个角落。

甘蓝喜丰收 群众笑开颜

丧事简办“不设席”
办出文明新风尚
通讯员 白涛 范筱霞

● 工作人员上门宣传丧事简办政策

● 村民采收甘蓝

小葡萄串起致富梦
通讯员 李文振

● 村民王金民正在采摘成熟葡萄

一位环保先锋的绿色坚守
通讯员 王子琪 李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