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份，时间正好

能错开，这样全

年都有收益。”“那么多活，你能干过来吗？”

“现在忙不过来就雇人干。”话语间，张贵财

流露着自信。

现在张贵财的蔬菜大棚已发展到 7 个，

占地 10 亩。前半季，青椒亩产 6500—7000

斤，总收益 8.5 万元左右；后半季，西葫芦亩

产 8000—9000 斤，总收益 8 万元左右。韭菜

大棚 2 个，占地 2.5 亩，收益 3 万元左右。一

年下来，张贵财的收益近 20 万元。

变身“种菜达人”
同样是种大棚蔬菜，张贵财每棚产量总

比其他种植户多个 2000-3000 斤。2018 年

很多种植户的青椒苗出现了病毒，叶子发

黄，苗不长，坏死了很多，而张贵财家的蔬菜

棚却丝毫不受影响。这可急坏了其他贫困

户，“老王，你看就你种的菜没出问题，产量

这么高，你可不能保留，得教教我们呀！”“看

你说滴，保留啥哩，你们不懂啥就来问我，我

打啥药、下啥化肥，我都和你们说着。”就这

样，自技术员离开后，张贵财变成了“技术传

承人”，一步一步地指导着其他蔬菜种植户。

渐渐地，十里八乡都知道下高池村蔬菜

种得好，下高池村的张贵财蔬菜种得最好。

在下高池村的带动下，周边很多农户也开始

种菜，慕名前来请教张贵财。后来，大家都开

始称呼他“种菜达人”，信他的人、请教他的

人越来越多，他推荐的化肥，种植户既怕买

不对，又怕买贵了，于是张贵财干脆代销化

肥，为种植户提供便利。

“前几年日子真难过，咋也不敢想一年

能收入 20 万，国家扶贫政策真好，也多亏了

村里和工作队的帮助，让我这个农村苦劳力

打了‘翻身仗’。”王贵财时常满怀感激地对

别人讲。

如今的张贵财，依旧一年到头忙活着他

的地头活，妻子干不了棚里活，到外面务工。

大儿子娶了媳妇有了孩子，除了帮张贵财干

棚里活，收麦季节还去帮人开联合收割机赚

钱。小儿子大学毕业，在北京一家小儿子大

学毕业，在北京一家设计公司上班，全家人

的日子是越过越有味。

本报讯 10 月 27 日，我县 2020 年度水

果出国首发仪式在山西康园泰公司举行，首

批 5 吨山楂将销往日本。

近年来，按照国家“三农”政策的发展方

向，县委、县政府“两乡五区”目标定位，特色

农业蓬勃发展，目前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

山楂基地县，华北地区最大的大樱桃种植基

地,山西省最大的蓝莓示范基地，国家级出

口水果质量安全示范区。

山西康园泰公司依托县域 28 平方公里

天然富硒土壤，追寻生态、绿色的发展理念，

形成了以生态功能性肥料、富硒农产品、富

硒水果基地开发建设、生产、加工、销售和冷

链物流三大项目板块，成为我县发展现代生

态农业的新引擎。2018 年康园泰山楂代表

中国首次出口到日本，2019 年康园泰大樱

桃出口至马来西亚，同时出口至俄罗斯、巴

基斯坦、东南亚等各国。今年公司将陆续出

口日本山楂 25 吨。

我县 2020 年度水果出国首发仪式，是

我县大力发展出口创汇农业、提升绛县山楂

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又一次重大机遇，进一步

提高了果品出口能力，打造果业对外开放新

高地。 范红霞

康园泰公司2020年首批山楂销往日本

南樊镇人大代表视察教育教学和校园安全工作

本报讯 为推进村庄规

划编制工作，建设美丽宜居

乡村，10 月 27 日，县自然

资源局在古绛镇下高池村

召开重点村庄规划编制工
作推进会。

编制单位汇报了村庄

规划编制程序内容及征求

意见情况，村级两委、党员

代表、村民代表分别就村庄

规划编制提出了自己合理

化意见和建议。

就如何落实好村庄规

划编制工作，县自然资源局

局长闫向红要求，村庄规划

方案编制要因地制宜，坚持

人民主体地位，要充分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充

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主动性，编

制单位充分尊重当地村民的意愿，

真正做到听民意、集民智、解民忧、

聚民心。规划编制要创新理念，增

强责任意识，充分结合国家“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引领乡村建设，实现人与自然

协调发展，各乡镇及编制部门做好

顶层设计的同时，应强化责任意

识，各乡镇守土有责，建立规划编

制工作问责机制，真正让规划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要精心组织学习

交流，不断提升规划编制的质量水

平，为加快美丽乡村建设、促进乡

村振兴作出新贡献！

本报讯 10 月 29 日，南樊镇组织部分

县人大代表对教育系统教育教学和校园安

全情况进行了视察调研，镇党委书记张维

华，镇长王张波全程参与视察。

代表们先后来到南樊镇初中和柴堡小

学，实地查看了南樊镇中小学教育基础设施

建设、校园安全、育人环境、校园文化、师资

力量、教育教学管理等方面的现状。先后听

取了南樊镇初中校长杨吉明、镇中心校校长

陈电军、柴堡小学校长杨朝辉的工作汇报。

视察结束后在南樊中心校会议室召开

了座谈会，代表们对全镇范围内各学校所做

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校园安全、扩

大办学规模、提升硬件水平、合理布局学校、

常抓校园安全等方面提出积极意见。

南樊镇人大主席薛远超讲，近年来南樊

镇教育工作上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在学校

后续发展中要思考如何更进一步提高学校

教育品质，针对学校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

题，提出四点意见：一是进一步加强校园文

化建设。除了丰富外在形式，更要注重内涵

挖掘提炼升华。二要坚持教育公平，全面发

展。要进一步规范办学，坚持教育公平，让每

一位师生都有施展才华的舞台。三是校园安

全不放松，今年是疫情防控的关键一年，要

继续严防严控，确保师生健康安全。四要加

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师德师能。

张维华书记强调，教育关系着国计民

生，更关系着祖国的未来，必须把教育放在

南樊镇发展的重要位置来抓，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提升学校管理水准，让每个孩子都享

有公平、优质的教育。“十年之计，莫如树木；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人民教师担负着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的重任，希望全

镇的所有教职员工，继续发扬好从教的奉献

精神、育人的敬业精神和关爱学生的园丁精

神，让南樊教育事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本报讯 10 月 29 日，县政府召开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推进会，贯彻落实省、

市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各项任务，

就下一步人口普查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

署，进一步调动各成员单位的积极性，确保

圆满完成全县人口普查任务。政府副县长毕

冠军主持会议并提出具体要求。

会上，县统计局局长杨景娟汇报了我县

第七次人口普查摸底工作开展情况，对我县

当前人口普查工作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进

行了分析研判。

针对目前入户登记工作中存在的时间

紧、任务重、数据质量不佳等问题，毕冠军要

求，县经济开发区、各乡镇及社区要坚持以

目标和结果为导向，层层压实责任，层层抓

好落实，强化普查质量意识，精心组织普查

登记，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保证登记质量；

要正确把握工作要点和时间节点，进一步加

强普查宣传工作，尽职尽责，确保高质量完

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向党和人民交

一份满意的答卷。

县政府召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推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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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林业局脱贫攻坚工作成效明显
本报讯 10 月 30 日，县林业局 58 名

帮扶干部职工深入大交镇续鲁峪村帮扶户

家中进行入户家庭收支测算。

今年以来，绛县林业局认真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强化为民意识，

充分发挥行业优势，加大工作帮扶力度，持

续推进脱贫攻坚，扎实有效推进了脱贫攻坚

工作，通过辛勤工作，续鲁峪村的贫困发生

率由 91%到 2019 年底全部脱贫。

大交镇续鲁峪村有 15 个居民组，346
户 1007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295 户 919

人，是大交镇唯一的易地搬迁贫困村。帮扶

的续鲁峪村 2016 年实施整村易地扶贫搬

迁，先后安置 346 户 1007 人，其中，集中安

置 163 户 567 人，分散安置 132 户 352 人，

同步搬迁 51 户 88 人。

为了持续增加生态脱贫的后劲，新一轮

退耕还林以来，尽可能向该村建档立卡的贫

困户倾斜，做到贫困户应退全退、愿退尽退。

该村先后完成退耕还林 479 亩，涉及贫困户

74 户，为贫困户提供持续稳定的增收渠道。

同时，还帮助该村吸收了 3 名天保护林员和

2 名防火检查员。

依靠行业特色，依托“集体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结合实际，建设养殖示范园区，

利用村里拆旧复垦有利资源，大力发展养

羊、养牛、养猪、养蜂等，建设畜牧养殖园区，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先后争取项目资金

245.7 万余元，其中，投资 185.8 万元建设养

猪场一个，共建圈舍 10 个，面积 1500 平米，

规模养猪 200 头；投资 47.95 万元建设养羊

场一个，共建圈舍 8 个，面积 1200 平米，可

入住 18 户养殖户，预计每年可为每个养殖

户创收 10 万余元。已成立的养蜂专业合作

社，争取扶持资金 8 万元，已带动 40 人稳步
脱贫；新的苗木专业合作社，争取扶持资金

4 万元，已带动 20 人脱贫。

为解决贫困户务工难的问题，向上争取

项目资金 130 万元，在自建小区建设了一个
450 平方米的宴会大厅，即方便了群众婚丧

嫁娶，又能解决 10 余名贫困群众就业难题。

针对当地洪水把道路冲毁、电线冲断，积极

和电力部门联系，用最短在时间对冲毁电路

进行修复，保证了养殖户和群众日常用电。

之后又联系交通部门筹集资金 10 万元，对

冲毁的道路进行了简修，解决了后山群众秋

收难的问题，方便了群众出行。还积极运作

协调，把开展消费扶贫作为贫困人口稳产增

收的一项举措，积极帮助贫困户销售近 120

公斤蜂蜜、价值 4800 余元；销售小米 360 公
斤，价值 5000 余元；销售花椒 30 公斤，价值

600 元，为群众稳定增收奠定了扎实的基

础。

(上接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