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后的平陆县张店镇横涧村氤氲
旖旎，万物葱茏。

“小明、小明，请到布鲁克斯采摘
区，有客人需要采摘。”“小明收到。”在
横涧村一片樱桃园里，张保强、王小
明、王广贤 3 名大学生分布在不同区
域，前来采摘的游客通过无人机的引
导，精准到达采摘区域。

“这片樱桃园有 350 多亩，今年是
栽种后的第五年，也是第一年迎来丰
产，我们正在抓紧雨后采收，争取把损
失降到最低。”虽然由于连日来的阴
雨，刚刚进入采摘期的大樱桃出现了
大面积裂果，但 3 个人的脸上却看不
出气馁和消沉，因为在他们心里，住着
一个更大的“田园梦”。

一个梦想牵起三个大学生

1987年出生的张保强是三人中岁
数最大的，毕业于中原工学院纺织工
程专业的他，自大学毕业就没跟纺织
打过交道。打过工、做过小生意、干过
电商的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个自己
的大果园。“大概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
个田园梦，我的梦想就是亲手打造一
个现代化的农业产业园。”张保强说。

对于张保强而言，梦想绝不仅仅
是想想，更多的是脚踏实地地实干。
2019年，在大量考察的基础上，张保强
把梦想的种子种在了平陆县张店镇横
涧村。“这里昼夜温差大，对于果品的着
色、口感都非常有利，再就是距离运城
市区、平陆县城及河南三门峡市区都
比较近，发展采摘区位优势明显。”

在考察期间，张保强结识了同样
想投资农业的“90 后”王小明。毕业
于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一体化
专业的王小明是个“农二代”，父母最
大的梦想就是希望他能在城里有一份
稳定的工作。“毕业后，我一直从事保
险行业，工作稳定，收入也还行，但就

是觉得‘不得劲’。”当王小明第一次把
干农业的想法告诉父母后，不出意料
地遭到了家人的一致反对。“说了几
次，家里人都不同意，我就瞒着父母偷
偷干起了农业。”为了不让父母操心，
王小明这一瞒就是五年多，直到现在
父母依然认为他在跑保险。

“大家上午好，我今天带来的项目
是‘樱桃现代矮砧密植栽培’……”5
月 16 日，在山西省第十届星火项目创
业大赛平陆县选拔赛上，由王广贤带
来的“樱桃现代矮砧密植栽培”项目通
过层层筛选，成功进入初赛，并于 6 月
5日参加全市复赛。

与张保强、王小明不同，来自临汾
的王广贤毕业于青岛理工大学，1998
年出生的他从小受家人的熏陶，一毕
业就投身到农业中。“哥哥跟父母在临
汾经营着一家农场，我就想着也能通
过 自 己 的 努 力 ，在 农 业 上 有 一 番 作
为。”2022 年，经过哥哥介绍，王广贤
认识了张保强、王小明。自此，三人开
启了追逐田园梦的“狂飙”模式。

农业还得是年轻人来干

“别看园区有 300 多亩，我们通过
水肥一体化滴灌设备，两天即可完成
一轮水肥精准浇施。”说话间，王小明
打 开 手 机 里 的 App，设 置 好 流 量 、时
间、面积，轻轻一点，田里的滴灌设备
便开始了精准作业。

在张保强他们的樱桃园里，高科
技还绝不仅仅如此。王小明指着矗立
在田间的一台设备说：“它叫电子驱鸟
器，别看它不起眼，通过它的电磁干
扰，周边的鸟都不敢靠近，有效降低了
樱桃损耗。”

王广贤虽是团队里年纪最小的，
却是个农业方面的行家里手。“别看他
年纪小，干农业可是个行家，果园里的
这些喷雾机、割草机、耕地机、水肥一

体化滴灌设备他样样精通。”王小明
说，王广贤虽然年纪不大，但在农业方
面的知识和理念特别丰富，他的加入
为团队带来了新的活力。

“我们目前的樱桃树全部采用纺
锤形栽培技术，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
增加枝条，提高樱桃产量，另一方面可
以实现机械化，最大化降低人工修剪
和采摘的成本，相对传统的矮化密植
树 形 ，可 以 降 低 三 分 之 一 的 人 工 成
本。”说话间，张保强启动了履带机，随
着机器的缓缓推进，工人站在履带机
上即可完成一棵樱桃树的采摘，替代
了搬梯子来回挪动的传统采摘模式。

别看如今的樱桃园科技感满满，
其实，张保强三个人的创业之路一开
始并不顺利。“第一年没有什么经验，
我们把流转的 60 亩地全部按照传统
的矮化密植模式栽种了樱桃，结果一
年后发现，由于传统树形的局限性，我
们规模一旦扩大，就会导致人工成本
特别高。”为了达到集约化管理的目
的，把果园的管理成本降到最低，张保
强四处取经，忍痛把长了一年多的樱
桃树从根部剪掉，让樱桃树重新发芽
生长，按照纺锤树形重新培育。

“现代农业不是过去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传统农业，而是机械化、电气
化、智能化、集约化、品牌化、系统化不
断融合的科技型农业，农业还得交给
年轻人来干！”在王广贤看来，年轻人
不仅有新理念、新思路，更重要的是年
轻人敢想敢干，敢于去尝试，只有爱农
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才是现
代农业真正的继承人和开拓者。

打造青年创业的农业样板

“在很多人眼中，农业既没前途又
没‘钱途’，没技术含量，主要靠体力，
累还不挣钱，我就是想打破这一传统
的认知，打造一个青年创业的农业样

板，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投身到现代农
业中来。”5 年多的农业生涯，不仅让
张保强学会了很多理念，也让他开始
重新审视农业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当下，农业产业的融合发展已成
潮流，依托“农业+”推出的农文融合、
农旅融合、农电融合等新模式层出不
穷。而在张保强看来，要做好农业的
产业融合，首先必须要做好农业本身。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但要实现融合
的前提是做好农业本身。”张保强认
为，农业不仅需要理念和梦想，更需要
亲力亲为去实践，既要做好“老板”，又
要当好“工人”，既要爱农业，又要懂技
术管理，既要用心用情，又要专心专
注，虽然融合是农业的必由之路，但他
依然会把农业本身做好，把樱桃产业
作为其核心产业做精做强。

“由于农业的影响因素非常多，导
致农业是个试错成本很高的行业，很
多年轻人虽然愿意从事农业，但因为
没有经验、资金，导致他们望而却步。”
在张保强的愿景中，他们的农业产业
园不仅仅是一块农业示范园，更是年
轻人从事农业创业的样板和摇篮。“我
就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农业的希
望和未来，通过我们的成功经验，吸引
更多的年轻人来我们园区学习取经，
把这里作为他们从事农业的第一站，
通过我们的技术、理念和资金输出，让
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
从事农业，为未来农业的发展注入更
多年轻人的活力和创造力。”

巡园有无人机，沟通有对讲机，杀
虫有生物诱虫灯，行间绿草还田，施肥
浇水用水肥一体化滴灌，采摘修剪实
现 半 机 械 化 ，销 售 实 现“ 线 上 + 线
下”……透过张保强他们的樱桃园，我
们依稀看到了现代农业的样子和现代
农业的未来，也看到了乡村振兴的新
希望。

三个大学生的“田园梦”
——平陆县张店镇横涧村樱大生态农业产业发展侧记

本报记者 韩维元 李 斌

6 月 6 日，在闻喜县侯村镇西刘家村山
药种植基地，农民在进行山药秧苗管护。

侯村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发展，
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近年来，该
镇立足镇域发展实际，以山药特色种植产
业为抓手，积极挖掘整合本地传统特色农
业，规范产业发展、加大支持引导力度，先
后引进大白玉、双棒等优质山药品种，在西
刘家、吕上窑和峪口 3 个村发展山药规模
种植，走出了一条富民兴农的新路径。目
前，西刘家、吕上窑和峪口 3 个村山药种植
面积已达 300 亩，亩均收入达 1 万元，既增
加了农民收入，又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

特约摄影 刘 佳
通讯员 马阳阳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董战轩）在日前举
办的 2023 年中国品牌日系列活动中，
临猗县携“临猗苹果”区域公用品牌再
创佳绩，斩获 3项殊荣。

5 月 11 日，新华社、浙江省人民政
府、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中国资产评
估协会等单位联合发布“2023 中国品
牌价值评价信息”。“临猗苹果”区域公
用品牌以 822 的品牌强度、53.76 亿元
的品牌价值，位列 2023 中国品牌价值
评价信息区域品牌（地理标志）百强榜

第 62 位。此前，“临猗苹果”区域公用
品 牌 曾 以 品 牌 价 值 53.54 亿 元 位 列
2022 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区域品
牌（地理标志）百强榜第 66位。

5 月 12 日，由中国国家品牌网发
起，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联合新华社
等单位共同举办的“点赞 2023 我喜爱
的中国品牌”评选活动榜单出炉。“临
猗苹果”区域公用品牌以 39717 票上
榜“点赞 2023 我喜爱的中国品牌——
区域公用品牌”第 11名。

5 月 12 日，由新华社、中国品牌
建设促进会、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主办
的“推动品牌强农、助力乡村振兴”
高峰论坛在浙江省德清县举行。活动
集中表彰了在“推动品牌强农 助力
乡村振兴”行动中涌现的一批在产业
方面表现突出的县域、地区和企业及
其所取得的探索性成就。作为首批

“推动品牌强农 助力乡村振兴”试
点县，临猗县被授予“品牌产业园示
范基地”称号。

在2023年中国品牌日系列活动中斩获3项殊荣——

“临猗苹果”品牌建设再创佳绩

本报讯（记者 董战轩）6 月 3 日
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
游部联合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
里的中国》（山西篇）在央视综合频道
播出，我省 25 个非遗项目集中亮相，
向全国展现山西非遗魅力和精湛技
艺 。 其 中 ，关 于 省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垣曲炒粸”的历史渊源、传承
发展、制作技艺等的报道引起了观众
和网友的广泛关注，勾起了北方尤其
是晋南地区在外游子“常念家乡一撮

土，不恋他乡万两金”的味蕾记忆，同时
掀起了“垣曲炒粸”宣传营销新热潮。

据了解，炒粸是流行于垣曲县乃
至晋南地区的一种地方特色美食。“垣
曲炒粸”以白面、精盐、芝麻、食油、鸡
蛋等为原料，做成或方或长的块状，配
以当地特有的白土炒制而成，常吃有
助于养胃健脾，是上好的休闲食品，也
是馈赠亲朋好友的特色礼品。2009
年 6 月，“垣曲炒粸制作技艺”被评定
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此番宣传报道，是继从事网络销
售炒粸的“三农”短视频创作者“舜乡
情”拍摄的视频被新华社“三农”抖音
账号选用播发后，中央媒体对“垣曲炒
粸”的又一次重点宣传报道。

连日来，运城市消费帮扶供销数
据平台、垣曲县消费帮扶中心、垣曲县
各炒粸加工销售相关专业合作社及特
产店线上日销售量突破 2000 单，“垣
曲炒粸”越发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的“金豆豆”。

亮相央视《非遗里的中国》（山西篇）——

“垣曲炒粸”宣传营销再掀热潮

本报讯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贪
腐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闻喜
县薛店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强监
督管理，总结做法经验，创新运用“五
个一”工作法，提升农村集体“三资”管
理水平，助力清廉村居建设和乡村全
面振兴。

“一把手”主抓明确责任。明确镇
党委书记为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第
一责任人，突出党建引领、牵头抓总、统
筹协调作用，健全规范农村集体“三资”
管理体系，压实管理责任，提升管理水
平；各行政村由党支部书记负责农村
集体“三资”管理，摸清底数，规范管理，
定期组织召开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协
调会，研究解决问题，推动工作落实。

“一条线”规范建章立制。梳理整
合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对制度
缺失、不合时宜、有而不用等问题进行
整改，健全完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
各项制度；由镇纪委牵头对农村集体

“三资”相关制度执行情况、监管机制
存在的问题等进行摸排并督促整改，
筑牢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安全底线。

“一本账”更新底清数明。通过对
农村集体“三资”的摸底登记、调查核
实，建立资产、资源、合同、债权债务和
问题台账，实行专人专账管理，开展农

村集体资产年度清查工作，增减变动
情况及时入账，及时更新台账，做到账
实相符。通过动态台账管理，实现农
村集体“三资”底清数明，产权清晰、管
理科学、流转顺畅。

“一面墙”公示阳光运作。设立农
村集体“三资”管理情况公示墙，将村里
财务收支情况、预决算执行情况、村级
资产资源管理情况及收益分配等及时
向群众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加强村务
监督委员会的职能和管理，参与财务
收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全过程。通
过公开公示、民主监督，促使了村级领
导班子的廉洁自律，密切了干群关系，
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谐。

“一张图”激活发展动力。制定集
体经济发展规划图，确定村级集体经
济收入目标，通过民主决议、公开招标
的方式，盘活利用现有集体资产和资
源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实现村级集体
经济年收入 10 万元以上全覆盖，为改
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完善基础设施
打好基础。

下一步，薛店镇将继续探索农村
集体“三资”管理规范有效的新形式，
充分挖掘农村集体存量资产、资源的
增值潜力，增加村集体积累，为农业农
村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赵永亮）

闻喜县薛店镇

强化“三资”管理 赋能乡村振兴

近日，山西万和味业食品有限公
司工人在生产食品醋。

山西万和味业食品有限公司立足
平陆县区位优势，利用当地有利于发

酵的自然气候环境，以当地“特”“优”农
产品为原料，秉承“传承+现代”的生产
工艺，酿制高品质食用醋系列产品。

本报记者 常 奇 摄

本报讯（记者 乔 植）近年来，
万 荣 县 聚 焦 稳 岗 位 稳 就 业 ，通 过

“5353”模式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确保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摸清五个就业需求。通过在万荣
县就业服务中心设立“一站式”就业服
务点，摸清高校毕业生就业意愿，从升
学深造、外出求职、返乡入企、机关招
录、自主创业五方面分类别、分层次开
展就业服务，根据学历、技能、特长、意
向精准推荐岗位。

转变三种就业心态。发放《致高
校毕业生的一封信》，倡树“行行建功、
处处立业”观念，引导高校毕业生客观
认识就业形势，转变“慢就业”“挑岗
位”“怕竞争”心态，做好职业规划，提
升自身能力，鼓励宜农则农、宜工则
工、宜商则商，树立终生学习的理念，
促进就业方式多元化。

拓宽五条就业渠道。重点企业吸
纳一批，对接县域 50余家重点企业，提
供畜牧养殖、药品研发、化工实验、财务
会计等相应岗位 1700余个，开发“万荣
就业”小程序，开展线上线下招聘会 35
场。孵化基地扶持一批，利用省级孵
化基地香江广场提供就业创业岗位
110余个，利用鑫昌达手工制品基地提

供直播、运营、客服、美工等岗位 70 余
个。同时提供针对性创业培训，发放
创业担保贷款和各类补助资金达 2000
万元。机关单位招考一批，全年预计
招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190人。其中，
公开招聘事业单位人员 70 名、公务员
10名、“三支一扶”人员 10名、特岗教师
100名。就业见习过渡一批，组织 30余
家企业开发 150个就业见习岗位，用于
吸纳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
展 3个月至 1年的就业见习锻炼。公益
岗位兜底一批，开发困难大学生公益
岗位 130个，帮助困难家庭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 3年内兜底就业。

做好三项就业服务。做好政策激
励服务，出台人社惠民惠企政策，下乡
入企开展“人社政策惠万家”宣传活
动，确保各类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
享”；做好档案转接服务，多渠道发布

《档案邮寄存放通知》，落实就业报到
证取消后衔接工作，确保大学生档案
和党组织关系转递安全有序；做好就
业保障服务，对困难毕业生建立就业
帮扶机制，对失业人员和创业失败人
员按要求发放补助，依法打击“黑中
介”、虚假招聘等违法行为，实现“就业
保护不停歇，就业服务不断线”。

万荣采用“5353”模式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本报讯（记 者 付 炎 通 讯
员 荆姣姣 裴碧云）3 月以来，平陆
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坚持提前介入，
从驾驶员安全操作培训、农业机械安
全检审验、农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等
方面入手，为“三夏”生产保驾护航。

广泛开展普法宣传。以“3·15”国
际消费者权益日活动为契机，对农机
驾驶员开展安全法律法规专题宣讲活
动，并组织农机干部深入农机作业现
场开展以“提质强农护农、助力春管春
耕”为主题的对话谈心活动，使农机生
产参与者相互明白各自职责，明白抓
好农机安全的利害关系，使各方更好
通力协作，共同做好安全工作。

全力推进送检上门。以乡镇为单
位，组织农机年检队伍深入场院、田间
地头，利用激光制动检验设备为全县
9 个乡镇 34 个农机合作社、百余户农
机大户开展农机检审验，对农机车辆
灯光、制动设备进行全面“体检”，最大
限度地为农机手提供方便，服务群众。

加强农机隐患排查。按照“全覆
盖、零容忍、严检查、重实效”的总体要
求，全面深入排查治理农机安全生产
隐患，对参加农机年检的车辆发放反
光贴等标识，提醒护好农机“安全罩”
等部件，堵塞安全监管漏洞，强化安全
生产措施，深入排查各类问题隐患，有
效遏制了农机危险事故的发生。

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

多管齐下为“三夏”生产保驾护航

综 合
责任编辑 董战轩 校对 王新欣

2023年 6月8日 星期四

E-mail：ycrbxsxw@126.com

本报讯（记 者 冯婷婷）
为丰富军休干部文化生活、促
进军休干部身心健康、增强军
休干部相互交流，近日，市退
役军人服务中心组织举办了

“阔步新时代·健康伴我行”军
休干部趣味运动会。

为 开 展 好 此 次 趣 味 运 动
会，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周密
部署、精心准备，在活动场地
尽心营造喜庆温馨氛围，确保
运动会有序开展。趣味运动
会共设有乒乓球、跳绳、台球、
射箭、趣味套圈等运动项目。
为保证参赛人员获得真正的
趣味体验，工作人员精心布置
了茶艺书法室、真人版 CS 射
击场地、室外靶场等，每完成
一个项目均可获得对应的游
戏奖品。活动现场欢声笑语，
其乐融融，经过一番热火朝天
的较量，军休干部各个满载而
归。

“这次活动办得非常有意
思，环节设计特别贴合我们这
些老兵的爱好，许多竞技类项
目既让我们感受到了趣味，又
让我们重温了军旅生活，激活
了我们心中的红色基因，让我
们 感 觉 到 自 己 还 能‘ 老 骥 伏
枥’，为社会发挥余热！”军休
干部余盛蕃高兴地说。

据介绍，此次活动的举办
既 是 落 实 军 休 干 部“ 两 个 待
遇”、实现“六个老有”目标的
具体举措，也是打造军休文化
品牌、推进和谐军休家园建设
的 现 实 要 求 。 市 退 役 军 人 服

务中心将在今后各项工作中，继续全心全
意为军休干部服务，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
爱送到他们心坎上，把“事事马上办、人人
钉钉子”的要求铭刻于心，把“不为不办找
理由、只为办好想办法”的承诺落实于行，
使广大军休干部切实感受到关爱和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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