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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陶登肖 荆建勇

“联产联营，硕果累累。”在万荣县高
村镇乌停村，“联硕果园”的这块招牌非
常醒目。果园内，成片的果树整齐排列。

近日，记者走进万荣“联硕果园”，感
受乌停村果园种植从“四老”到“五化”、
从传统到科技、从个体经营到土地入股
合作经营等一系列变化。

乌停村是一个传统果业大村，耕地
面积近 7000 亩，其中，果木占到了四分
之三，“家家都有小果园，户户实现万元
户”曾经是这个村果业发展的生动写
照。然而，随着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加快，
乌停村果业生产中的问题逐渐暴露。

人老、树老、品种老、观念老是制约
乌停村发展的关键。

为解决这一问题，乌停村多次组织
党员干部、果业大户到陕西、河南等地考
察。最终，在村党支部引领下，由村集体
经济联合社带头，乌停村拉开了建设“联
硕果园”的大幕。

“联硕果园”按照“以株定亩、以地入
股、统分结合、联产联营、规模适度、利益
聚享”的原则，先组织45户地块相邻的果
农建立起371亩的“联硕果园”，实行果农
土地入股式新型合作经营。在该经营模
式下，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办合作社，从合
作社内部选拔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
农民统一进行培训学习后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合作社内的其他农民则自主进行
职业分流。经营的收入除去各个环节的
费用、合作社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成员的
工资，以及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外，按照入
股土地多少进行分红。

打破地界后，“联硕果园”采用矮化

密植、宽行密株的种植方式，施肥、打草、
浇水全机械化运作，实现了“非土地流转
下的适度农业规模化经营”。同时，果农
通过多方考察学习、试点示范试验，引进
发展品质更优、市场效益更好的新品种

“烟富士”。
“相比传统老果园，矮砧栽培可以控

制果树高度，具有结果早、产量高、品质
优的特点，且树跟树之间的距离控制在4
米，有利于大型机械进入果园作业。之
前一个人最多管理5亩地，现在一个人可
以管理 100 亩地，每亩地可实现灌溉人
工成本节省 80%以上、除草成本节省
60%以上、管理综合成本节省 30%以
上。”乌停村党支部书记闫永生说道，“果
农只需自己套袋卸袋、疏花收果即可。
集约化管理节约了成本，一亩地年管理
费用预估能下降1400元左右，而种植新
品种‘烟富士’，产量将提高20%左右，丰
产期每亩地能增收4000元左右。”这样，
通过统一规划种植、统一农资采购、统一
生产管理、统一品牌包装、统一市场销
售，从而实现果农多元增收。“果农不仅
可以生产销售果品，还可以从事合作社
生产经营活动，获得入股土地分红，或选
择农闲时外出务工，多种途径实现生产
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同步增长。”闫
永生说。

步入果园田间路，可以看见，水肥一
体化的“天线”覆盖整个果园，园中矮砧
栽培的果树整齐排列。果园积极运用新
装备，不断完善配套立架支柱、节水灌
溉、智慧监管等设施，实现水肥一体化、
耕作机械化、生态有机化。

“联硕果园”成为集新模式、新技术、
新品种、新装备于一体的现代果业示范

基地，有效解决了个体农户果园地块细
碎、分割难度大、规模过小、技术参差不
齐、管理不统一等诸多难题，蹚出了一条
个体农户在非土地流转基础上，实现适
度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品牌化、信息
化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发展之路。“今年，
已经有一部分果树挂果了。”闫永生说。
村民们从这一年的运营中也看到了果树
集约化管理发展的曙光，纷纷加入其中，
原本371亩的“联硕果园”已经与附近的
示范区连成总面积 3000 余亩的现代果
业园区。待结果后，乌停村预计村集体
收入将突破2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突
破1.5万元。在“联硕果园”的带动下，周

边 6 个村也实现了果业整体提档升级。
目前，万荣县的“联硕果园”越来越多，已
达到两万余亩，通过土地入股式新型合
作形式，增强入股农户其合作意识和集
体主义精神，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就地培
育、富余劳动力合理分流，既解决了谁来
种地的问题，又促进了新型集体经济发
展，从此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与此同时，“果园托管”“生态循环”
“文化定制”“认领自管”“观光采摘”等现
代果业发展新模式逐渐形成，并涌现出
一批与之相匹配的新型职业农民。目
前，万荣县农业发展势头强势，稳居全国
现代农业发展第一方阵。

万荣“联硕果园”

从“四老”到“五化”的蝶变

运城晚报讯（记者 郝丽莎）10月13日，职引
未来——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
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一层招聘大厅举办，为
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提供了双向沟通和选择的
平台（左图）。

此次招聘会共有66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岗
位1500余个，涉及食品、家政、教育、医药、传媒等
多个领域，满足了求职者的多元化需求。

上午10时，招聘会现场人来人往。求职者在
各个展位间穿梭，认真查看用人单位信息，并在感
兴趣的展位前驻足，与招聘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
了解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等。同时，招
聘负责人也十分热情，积极推介岗位，介绍自己的
优势和特色，热情解答求职者的问题，实现人与岗
的“双向奔赴”。据统计，当天共有690名求职者
来到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38人。

运城晚报讯 10月11日，市老区建设促
进会、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及
专家学者赴盐湖区王范乡王范村，开展了一系
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旨在深入了解当地经济发
展、历史文化，推动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首先，一行人参观了王范村历史文化展
览和王范乡红色文化展览。纪念馆内，一幅
幅珍贵的历史照片、一段段严谨的史料考证，
生动展现了王范村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
底蕴。

座谈会上，大家围绕如何更好地传承
与发展传统文化、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
生活相结合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家
一致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必
须加以珍视和保护。要通过多种形式和渠
道，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推广，让更多
的人了解和热爱传统文化，共同推动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专家学者还向王范村
和王范中心学校赠送了一批关于传统文化
和历史文化的书籍。这些书籍不仅能丰富
村民和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能为他们
提供更多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的机会。王
范村党支部书记马明祥表示，将充分利用
好这些书籍，组织村民和学生开展阅读活
动，进一步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了
解。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传统文化
一定能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更加绚
丽的光彩。座谈会后，专家学者还在蔡伦
墓进行了实地考察。

（闫爱武）

运城晚报讯（记者 景斌）从夏县
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获悉，商务部近日
在第三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发布
第二批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案例集，
夏县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经验做法入选。

近年来，夏县大力实施县域商业
建设行动——把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纳
入全县十大“标志性、牵引性”工程高
位推动，探索形成“政府主导+商务牵
头+部门联动+乡镇推进+经投建设+

专业运营”商业体系建设“6+”模式；
提出“一镇一特色、一镇一产业”发展
思路，因地制宜打造了温泉小镇、康养
小镇、电商小镇等一批主导产业鲜明、
充满生机活力的特色小镇；申报实施
了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项目和山西省乡村 e 镇项目，先后建
设了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仓储物
流配送中心，以及11个乡镇电子商务
及物流公共服务站、30个村级电子商

务及物流公共服务点和171个乡村快
递站点，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县乡村三
级电商和物流配送体系。

2023 年，夏县成功争取到 5 个县
域商业体系建设项目，中央财政资金
支持856万元，项目数、资金量均位居
全省前列。今年 5 月，夏县县域商业
体系建设典型案例入选商务部《县域
商业体系建设工作手册》，并作为地方
经验在全国推广。

第二批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案例集发布

夏县榜上有名

职引未来专场招聘会助力“双向奔赴”

▲处处透着现代化农业气息的“联硕果园” 记者 薛俊 茹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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