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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办：临县新闻办

本报讯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10月 18
日，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山西青年职业

学院、山西戏剧职业学院与临县人民政府

在宾馆会议室签订“一县一策”对口帮扶协

议，这标志着临县人民政府与三所职业学

院之间的合作迈出实质性步伐，同时也是

对省委、省政府《关于“一县一策”集中攻坚

深度贫困县的意见》专享政策的具体落实，

这对助推全县攻坚深度贫困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省教育厅规划处处长李易青，团省委

统战部部长李杰，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院长张波，山西青年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

李兵义，山西戏剧职业学院副院长白雁鹏，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委书记张建国，县

长李双会，副县长赵如宁、李晓春出席签约

仪式。

李双会在致辞中说，“一县一策”是省

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山西重要讲话精神，攻坚深度贫困的重要

举措，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

的具体行动，更是对老区人民的殷切关怀

和倾斜支持。我们将以此次签约仪式为新

的起点，以各级领导、各个部门的关心、支

持为动力，根据协议条款，进一步细化推进

方案落实工作举措，用好用活用足“一县一

策”“10＋1”政策，最大限度发挥政策助力

脱贫攻坚的综合效应。

签约仪式上，三所职业学院负责人表

示，将坚决按照省委的要求部署，细化帮扶

方案、突出帮扶重点，积极发挥职业学校的

优势，将用足用好教育扶贫相关政策措施，

与临县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凝心聚力

共同打好这场脱贫攻坚战。

张建国最后说，“一县一策”是省委省

政府攻坚深度贫困的特殊举措。省高职院

校对口帮扶临县职业学校创建省级特色专

业，是临县专享政策的重要部分。三所高

职院校的倾力援助，等同于真金白银的政

策福利，必将有力推动临县学历教育、职业

教育发展，有力提升临县贫困群众的劳动

技能，有力提升临县人才队伍建设水平，进

一步坚定临县攻坚深度贫困的信心和决

心。

（文/图 严晓声）

家住临县石白头乡柳家山
村、现年 72岁的柳有奎，现在还
经营着22亩枣树，最好的年份红
枣收入三四万元。浓浓红枣情，
漫漫红枣路，一年又一年，留恋不
舍。每年对枣树的整地施肥、整
形修剪、病虫害防治等等环节一
步不落。根据自己 50年对枣树
的了解和经历，柳有奎说：“只有

你对枣树管理真诚的付出，每一
个环节的准确处理，你才能得到
真正的效益。”今年，柳有奎用事
实说话又展现给人们红枣丰收景
象，收入仍保持在两万多元。今
年九月在第三届碛口红枣旅游文
化节上，被临县县委、临县人民政
府授予“红枣种植能手”称号。

刘建荣 摄

2000年，家住临县刘家会镇
王家庄村、现年65岁的王振旺，毅
然放弃了在石家庄做了近20年的
生意返回家乡经营枣树。这几年，
面对红枣遇到的裂果自然灾害，王
振旺一边坚持不懈的试验、实践，
一边虚心地向红枣专家、向县里各
地有特色的枣农学习，引进抗裂、
丰产、优质的临黄一号和园铃枣品
种，并且在生产实践中选育出王家
庄大母枣、二母枣、香脆枣，其中二
母枣在今年红枣节获得临县优质
红枣“铜奖”。

如今，王振旺共种植经营 90
亩红枣树，每年红枣收入五六
万。今年9月，被临县县委、县政
府授予“红枣种植能手”称号。更
令人敬佩的是，王振旺这几年除
了营务自己的枣树外，积极参加
红枣局组织的红枣提质增效技术
服务活动，为碛口镇、林家坪镇、
刘家会镇改良枣树 300 余亩，既
推广了优良品种，又服务了社会、
枣农，也增加了自己的经济收入，
每 年 这 一 项 也 能 增 收 两 三 万
元。 刘建荣 摄

本报讯“回去我们要大面积推广山西农科

院在临县搞得红枣防裂果实验基地的技术经验，

实现红枣产业的全面提质增效。”10 月 18 日，陕

西延川县委副书记张晶带领县科协主席、3 个红

枣主产区乡镇红枣站长冒雨来到临县参观学习

红枣防裂果技术经验时信心满满地说。

针对每年秋季降雨量明显增加引起红枣裂

果、减少枣农损失的现象，山西省白色农业工程

学会从 2014年开始就在临县曲峪镇石家甲村贺

利军的枣园进行“微生物菌剂+微肥”防裂果试

验。通过在枣树生长期（萌芽期、幼果期、果实膨

大期、脆熟期）喷施 4次，2017年试验地取得了显

著效果，试验地裂果率低于 20%，好果率 80%以

上，亩产鲜枣 800斤，干枣 400斤以上。该研究减

少了农药用量，枣的质量明显提高，试验地红枣

卖出了全县红枣的最高价，干枣批发 7 元/斤，零

售 10元/斤，亩收入达到 2000元以上。

2018 年，白色农业学会继续在临县曲峪镇、

三交镇等乡镇示范推广 1000亩。今年入秋以来，

当地降雨多，枣锈病发生严重。但在 9月下旬试

验地石家吉村、罗家山村枣树还是绿叶，枣锈病

发生轻，枣裂果较少，枣的商品性好。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专家贺

润平介绍说，微生物产品在临县枣树试验表现

如下：一是保花保果效果好。二是防病抑制虫害

效果好，多种病害发生轻。三是防裂果，好果率

高。四是枣的质量提高，减少了农药用量。五是

增效，试验枣园产量翻一番、价格提高一倍、效益

提高两倍。吕梁山红枣产业是支柱产业，本研究

微生物微肥成本 150元/亩，值得应用推广。

众所周知，临县是拥有 82万亩红枣林的全国

最大红枣生产基地县。近年来，全县上下打好红

枣保卫战，大力实施红枣品牌发展战略，发布了

“临县红枣”公共品牌，设立了“红枣院士专家工

作站”，出台了支持红枣产业发展 15项优惠政策，

实施红枣提质增效、红枣防裂果标准化管理，支

持红枣等农特产品建设电商运营平台，初步形成

了“生产有基地、加工有龙头、销售有网络”的红

枣产业化发展新格局，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助

推了全县脱贫攻坚进程。 （文/图 刘建荣）

本报讯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在

一年一度的重阳佳节，10 月 17 日，农

历九月初九，县新闻办驻大禹乡善庆

峪村工作队和村党支部、村委会组织

村里的 200 多名老年人，在村委大院

欢聚一堂，举行党日和九九重阳节两

个主题活动，喜庆重阳佳节。

让全村的老人们笑口常开拥有更

多幸福感，在村委会议室举行的九九

重阳节主题活动上，老人们畅谈村里

的发展变化，都说如今过上这样的幸

福 生 活 ，全 凭 党 的 一 系 列 惠 民 好 政

策。不少老人还为村里今年实现整体

脱贫目标献言献策，提出许多宝贵的

建议。在当日的活动现场，村党支部、

村委会还为村里评出的孝老爱亲、遵

纪守法、和睦家庭等 10家文明户颁发

了荣誉证书。中午，村委还为老年人

特别准备了他们最爱吃的临县大烩

菜、临县枣糕，寓意和谐大家庭、甜蜜

生活像芝麻开花节节高。最后，新闻

办记者还给 200多名老人拍了一张老

年福合影。村里的第一书记李志强欣

喜地说，村里今年首次组织九九重阳

节主题活动，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发扬了尊老、扶老、爱老的社会新

风尚，让老人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重

阳节”。

（文/图 刘建荣）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山西戏剧职业学院与临县签订对口帮扶协议

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

大禹乡善庆峪村200名老人欢聚一堂喜庆重阳节

柳有奎：结缘红枣50年

用心经营勤劳致富传美名

王振旺：人老心不老种植大红枣

红枣防裂果实验在临县取得明显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