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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尝着甜美的月饼，倾听着动人的故事，一个
个孤残儿童的脸上洋溢着笑容。这是 9 月 10 日
中秋节当天，发生在运城市社会福利院里的一幕。

为了让孤残儿童度过一个欢乐的中秋节，市
社会福利院党支部书记、院长李建荣带领有关人
员一大早就来到福利院，与孩子们一起分享各式
各样的月饼和水果，给孩子们讲述与中秋有关的
传说、习俗，让孩子们了解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
化。同时，李建荣了解孩子们在学校的学习、生活
情况，询问他们生活中存在的困难，鼓励他们要刻
苦学习、积极向上，以优异成绩回报党的关怀关爱
和社会的关心。

一个个香甜的月饼，一段段美丽的故事，一句
句暖心的话语，市社会福利院的孩子们度过了一
个别有情趣的中秋节。一些孩子还即兴展示了才
艺，现场充满欢乐的节日气氛。 王会亮

市社会福利院

孤残儿童的中秋不孤单

运城晚报讯（记者 崔萌）9月10日，中秋节
当天，绛县县委宣传部、绛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
中心，组织古绛镇东吴小学20余名小学生，共同
开展了“情暖童心，爱在中秋”关爱农村儿童志愿
服务活动。

活动中，绛县县委宣传部、绛县新时代文明实
践指导中心志愿者，通过古诗朗诵、图片展示、故
事讲述等形式，让小学生进一步了解了中秋节的
来历、习俗，感受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在手工制作月饼环节，小学生揉面团、包馅
料、用模具按压成型，做起来有模有样。一个个圆
圆的月饼“出炉”了，每个学生的脸上绽放出惊喜
的笑容。现场气氛其乐融融，孩子们不仅享受到
劳动带给自己的快乐，还体验了中华传统习俗。

“此次活动是绛县县委宣传部、绛县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非童寻常，七彩假期’志愿服务项目
中的‘拓展版’，是关爱未成年人、服务未成年人的
一次实践活动。今后，我们将继续创新志愿服务
形式，把志愿服务从县城辐射到农村，让农村孩子
也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该县新时代文
明实践指导中心志愿服务工作负责人马琳说。

绛县县委宣传部

关爱农村儿童
共度中秋佳节

关爱未成年人

□翟战功

早就听说平陆县曹川镇下涧村
村民自发种植“八月炸”，中秋节前
夕，笔者慕名前去一探究竟。

踏进下涧村，笔者就被大路两
旁棚架下的“八月炸”所吸引：粉紫
像薯、洁白赛乳、黄灰比土、深绿如
玉……“八月炸”还有这么多的颜
色。

前来采摘的顾客，抱着大包小
包的“八月炸”，喜笑颜开地离园登
车。同行者不禁感叹：“八月炸”拓
宽了村民的致富路。

一

下涧村位于中条山太宽河与石
板沟的交汇点，上游分别是山西太
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夏县泗交
镇太宽河村和砖庙村，境内水文资
源充分，植物种类繁多，“八月炸”、
山樱桃、山葡萄等水果资源丰富。

“八月炸”，植物学称三叶木
通，作为食药兼用的野生经济植
物，具有疏肝理气、止痛活血及利
尿等功效。果实可直接食用，果
皮、果籽等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和
开发价值。

58 岁的赵慎平，看到每年都有
许多外地人进山采摘“八月炸”、五
味子、山葡萄等山珍，就有了研究驯
化和栽培“八月炸”的念头。

从 2013 年开始，赵慎平走进深
山，采挖“八月炸”种苗。通过两年
的不懈努力，他把山里的“八月炸”
移栽到整片的3亩地里，同时研究其
品种的驯化和改良。栽植的第四年
进入盛果期，“八月炸”亩产2500公
斤左右，每公斤售价 12 元至 20 元，
每年纯收入在1.8万元左右，蹚出了
山区群众致富的新路子。

二

在赵慎平的带动下，当地群众
思路大开，山珍驯化栽植蔚然成风，

已经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
在“八月炸”种植上，村民关红

青一家就种植近30亩。张凤梅、赵
丽川、赵金荣等11户村民种植“八月
炸”30 余亩。目前，全村累计种植

“八月炸”60余亩。
在连翘种植上，村民种植面积

达100余亩。今年连翘售价达到每
公斤10元，村民李平生种植了6亩，
就收入6万余元。仅连翘一项，全村
今年累计收入约50万元。

五味子也是村民竞相种植的山
珍之一，村民赵建军、贠学武分别种
植了 10 亩和 7 亩，全村累计种植近
30亩。

赵武定是村里公认的能人，在
野生山药种植上，他种植野生山药
的办法，为村民开了先河，取得明显
效果。

除此之外，关红青、刘红珍还发
展山樱桃改良车厘子11亩、张小荣
种植野生猕猴桃1亩、赵慎平发展野
生核桃改良河北涞水把玩核桃 0.8
亩。

下涧村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
“山珍村”，山珍收入也成了全村的
主要收入之一。

三

“山珍种植，在下涧村已经形成
产业，也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
目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质量不统
一、不稳定，农民商品意识淡薄，以
至于好产品卖不上好价钱。要想解
决这些问题，成立合作社十分有必
要。”下涧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武志荣说。

提起成立合作社，赵慎平津津
乐道：“我早就想成立一家合作社。
一是农药、肥料、耕作、管理统一进
行，降低生产成本。二是对商品销售
实行统一包装、统一渠道、统一运输

‘三统一’，避免恶性竞争。三是对不
能直接作为商品销售的果实，比如

‘八月炸’，皮可以切丝烘干，制成药
茶；品相不佳的，做成中药。这样，通
过深加工，提高产品的利用率和附
加值，可以进一步提高群众收入。”

村民的自发行动，形成了一定
的产业优势，但单凭成立一个合作
社，许多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需要政
府、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和社会各界
的广泛参与。这样才能使山珍经济
健康发展，取得最佳效益。

山乡探访“八月炸”
——平陆县下涧村发展山珍经济侧记

网格化治理作为抓党建促基层
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举措，事关居
民福祉。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
升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垣曲县解峪
乡党委坚持党建引领，以“一张网
格管治理”为切入点，深化“党
建+物业+网格”治理模式，形成了

“党建领方向、网格全覆盖、工作
闭环办、服务零距离”的治理新格
局。

解峪乡是移民搬迁乡镇，其中
舜乡移民新村以前周围都是荒地。
随着县城发展，现在该村里面夹杂
着新城镇、历山镇部分居民，人员混
杂，涉及到公共事件不好协调处理，

村党支部也只能协调管理本村相关
事宜。

随着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
升专项行动的开展，解峪乡党委立
足乡情实际，协调多方意见，在舜
乡移民新村优化设置基层治理网
格，将舜乡移民新村 155 户、758
人非解峪籍居住人员，全部纳入网
格管理。村党支部书记担任网格
长，配备两名专职网格员和 5 名网
格辅助员。在辖区内实行“党员+
居民”模式，116 名党员联系 662
户、2184人，形成以居民为主要力
量的基本点，以党员为主力军的基
本线，以党支部为主要阵地的基本

面，从而实现网格化管理服务“横
到边、纵到底”的全方位稳固覆
盖。同时，以“三级网格管理”为
依托，充分发挥全科网格员“熟人
熟地”优势，定期开展日常巡查走
访，切实做到“巡查前有准备、巡
查中有记录、巡查后有报告”。

通过网格化治理，舜乡移民新
村片区彻底打破了“同住一栋楼、相
逢不点头”的局面，居民们从原来见
面不打招呼的路人成为互帮互助的
邻里，凝聚了居民对基层治理的共
识，增强了主人翁意识，也让基层治
理更有温度、更显成效。

记者 王露

垣曲县解峪乡

党建引领网格治理
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

▲挂满枝头的“八月炸”

▲近日，夏县山西特桂绿农园艺文化有限公
司繁育的“朱砂丹桂”“梦山金桂”20余个品种抗寒
桂花树陆续开花，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观赏、购
买，为家庭增添亮丽色彩。

由于北方地区天气寒冷多风，土质偏碱，桂花
露地越冬成活率极低。夏县瑶峰镇石泉沟村农民
张永军经过20多年的探索实践，采用精心选育的
云南高山流苏作为桂花嫁接砧木，研究出抗寒桂
花特优品种，2021 年获得山西省优秀成果三等
奖。 特约摄影 张秀峰

夏县：八月桂花飘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