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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慧琴

□ 本报记者 梁瑜

茯苓是著名的中药材，被

誉为“中药八珍”之一，形如球

状，外皮淡棕色或黑褐色，内

部白色，具有利水渗湿、健脾、

宁心安神等功效，可制成多种

中西成药制剂以及各种保健

品，市场前景非常广阔。而

今，交口县双池镇蟠龙庄村成

为了茯苓的集中种植地，一个

个散发着阵阵香气的茯苓“土

疙瘩”，成了村民们增收致富

的掌中宝贝。

2019 年 ，蟠 龙 庄 支 村

“两委”引领村民，成立龙耀

种养殖合作社，第一年种植

茯苓 200多亩，第二年、第三

年种到 500多亩。越种越有

经验，越种越有收获，以农

户 入 股 模 式 ，合 作 社 通 过

“ 种 植 +加 工 ”创 造 就 业 机

会，带动了 40多户、100多名

村 民 种 植 增 收 ，仅 打 工 农

民，年收入就达 2万余元。

“ 茯 苓 丰 收 的 时 节 ，俺

们合作社的加工车间昼夜

不停，工人们分拣、去皮、切

丁、风干，别提多繁忙！”村

干 部 们 眉 开 色 舞 地 介 绍 ，

“茯苓要下刀去皮，才露出

里边雪白的瓤，在机器上切

成一块块的茯苓丁……”

截至目前，蟠龙庄村茯

苓年产量已达 100万吨，年产

值达 100万元，入股农户中，

17户参与种植入股，8户参与

加工入股，100余人在合作社

务工增收，大大拓宽了群众

增收的“财路”，让农民在家

门口就能实现赚钱致富。

只有产业兴旺，才能更好酿造农民的甜蜜生

活。“十四五”以来，交口县蟠龙庄紧紧围绕产业振

兴，还大力发展其他特色种养殖业，各类特色鲜明

的新型业态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培育成长，为乡村

振兴建立了强大支撑。

该村利群种养殖合作社里，生猪养殖基地干

净整洁，偌大的圈舍内，一头头肥猪肚大腰圆，有

的踱步，有的静卧，还有的在你争我夺地吃着饲

料，既生机勃勃又妙趣横生。

利群养殖专业合作社于 2020 年成立，采取

“公司+合作社+农户”养殖模式，通过公司统一提

供猪苗、提供饲料、进行防疫和技术服务，按保护

价回收生猪，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智能

化养殖，促进集体稳步增收。

与此同时，玉露香梨种植也已日益成为村里

名牌产业。这里地势高、光照充足、土壤肥沃，环

境条件得天独厚，村里抢抓机遇，环山种植玉露香

梨，2020 年开始挂果后，2022 年开始稳步提高，

2023年梨果销售收入达 13万元。

村民发展产业信心倍增。村民郭建平说：“咱

村集体办起养殖场和果园，我们村民争着过来打

工干活，一个月少说挣个 2000元，一年能挣 2万多

元，再加上家家户户都有土地耕种收入，生活一点

不用愁。”

现在，蟠龙庄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先后成立利

众养殖专业合作社和利群林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茯苓香、猪儿肥、梨果甜，特色产业稳定支持共同

致富，大大促进集体经济扩容增量，提质增效，全

面实现农业增收、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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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回暖，农事渐起，春耕备耕正当

时。眼下，正是春耕备耕的“黄金时节”，从各

级农业部门到广大农民，都快速按下了春耕

备耕“启动键”，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景象。

人勤春来早，农家备耕忙。做好春

耕备耕工作，务必做到有“备”而来。

思想上有准备。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

人。从现在起，农民朋友要结束农闲时的“慵

懒”状态，早谋划，早部署，密切关注市场信息

和政策动态，了解农产品市场需求和价格，以

及政府对农业生产的扶持政策和补贴措施。

合理安排种植结构，把提高种植效益的蓝

图及早刻在心里，拿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

技术上有储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农民朋友要加强科技种田方面的学

习，能够熟练掌握多种农业生产技术，不断

增加农业科技知识的储备。各级农业部门

在开展技术培训与推广时，要利用媒体和

手机微信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必要时做

到农技服务到田入户，帮助种植户解决生

产技术难题，不断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

增加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达到增收目的。

物资上有筹备。兵马未动，粮草先

行。军事上不打无准备之仗，农业上更需

做到未雨绸缪。需要多少化肥、农药、种

子、地膜等农资产品，需要多少钱灌溉、

租赁机器，都要做到心中有数，运筹帷

幄。在积极筹备农资的同时，相关部门

要大力开展农资市场的检查，严厉打击各

类坑农害农的行为，规范农资经营秩序。

只有做到有“备”而来，才能掌握春

耕备耕的主动权，为稳定增产、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夯实基础。

春耕备耕要有“备”而来
□ 温元元

三农漫议

早春时节，离石区信义镇严村王翠平

家的蔬菜大棚内温暖如春、绿意盎然，蔬菜

长势喜人，王翠平正忙着收获黄瓜、西红

柿、豆角、西葫芦，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王翠平是严村远近闻名的种菜能手，

多年来，她和丈夫依靠经营大棚蔬菜发家

致富。见到记者，她兴高采烈地说：“连日

来尽管很忙，但感觉很满足，一天下来能挣

1000 多元。这几天不仅西红柿、黄瓜、豆

角、西葫芦迎来丰收，也带来了可观的收

入。”

要想奔小康，产业是保障。近年来，离

石区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以信义严村、吴城

王营庄为中心，在周边村大力建设蔬菜大

棚基地，大力发展设施蔬菜产业，推动蔬菜

产业向标准化、无害化、品牌化转型，实现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小小一棵菜，在全区

干群的精心耕耘下，已经成长为带动力强、

辐射面广、洋溢着生机与希望的富民产业。

严村是个典型的农业大村，人多地也

不少，而且土质条件较好，适合瓜菜生长。

多年来，村里按照“产业立村”的发展理念，

通过干部带头、典型引领、效益引导等措

施，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如今村里建起了一

百余个温室大棚，种植蔬菜、水果，使无公

害大棚蔬菜生产成为强村富民的主导产

业。

和着时代的节拍，王翠平和丈夫放下

传统的“粗活”，开始了“精耕细作”的科学

种田。“一个温室大棚年平均收入三四万元

左右，最高的能达到六七万元。”王翠平说，

一年四季大棚带来的收入远远超过大田作

物，“因此参与设施农业的积极性非常高。”

“人养地，地养人，锄头底下出黄金。

今后我还要再接再厉，学习应用新的种植

技术，让收入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王翠

平说。

□ 文/图 本报记者 郭炳中

据山西日报新媒体

“驻村道路上没有那么多波澜壮阔的故

事，更多的是一些走家串户的小事。一点一

滴的耕耘拉近了与村民的距离，一遍一遍地

走访了解了村民的实情。作为驻村工作队，

只有心系群众，一步一个脚印，办好群众关心

关切的小事，才能成就为民服务的大事。”交

通银行吕梁分行驻兴县孟家坪乡安月村工作

队长王辉在谈自己的驻村生活时说道。

文明乡风润人心

清晨，一缕阳光洒进孟家坪乡安月村党

群服务中心院里，与热闹非凡、充满欢声笑语

的场景显得尤为和谐。村民们穿上干净整洁

的漂亮衣服，带上老伴，挨家挨户等待着驻村

工作队给他们拍全家福。

“来，看镜头，我数一二三，一起笑起来

……”随着驻村工作队员任少杰手里照相机

咔嚓声的响起，幸福的瞬间被时间定格。拍

摄全家福当天王青平和老伴儿很开心，还精

心准备了一番。“除了儿子结婚那年，再没拍

过全家福了。时隔 10年，这还是第一回这么

正式的拍全家福，我要打扮得精神点，拍张最

好的照片。”王青平开心地说着。

这一天，66 个家庭拍了全家福，而这 66
份“小美好”随后又会被冲印成相片装在相框

里，作为留住美好瞬间的载体递交给村民们

手中，成为随时间流逝却不可挽回的美好回

忆。

“给 70 岁以上老年人集体过重阳节、帮

村民理发、开展防诈骗宣传、政策宣讲……”

近年来，安月村驻村工作队坚持把乡风文明

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通过“小

载体”传播“大道理”、“小故事”引领“大风尚”

等行之有效的举措，涵养和谐文明乡风，不断

提升群众的精神文明风貌，收效明显。

安月村着力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通

过乡风文明建设，鼓励村民关爱老人、关心儿

童，积极参与“大清扫行动”、政策“微宣讲”、

科普宣传、绘制“文化墙”、矛盾调解等志愿服

务活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道德、

乡风文明等文明元素融入村级发展，浸润滋

养人心。

人居环境焕新颜

走进安月村，村里道路整洁，空气清新，

一座座农家小屋错落有致地建在 464县道两

侧，门前挂着的红辣椒、院子里整齐的玉米垛

洋溢着浓浓农家生活气息，但这里再也不是

之前那个黄土漫天人憔悴的村落了。

午后，丰沛充盈的阳光从玻璃窗户跃进，

洒满整个房间。“跟以前不同咧，我们现在一

点都不羡慕城里人的生活。”虽然一直生活在

乡下，安月村的村民王拖平却满脸都是幸福，

“现在居住环境好了，绿水青山，空气清新；网

络发达，快递进村，网购也很方便。”

“行路难、如厕难、垃圾遍地、尘土飞扬、

村容村貌差……”曾几何时，由于农村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落后，垃圾污水带来的环境污

染和“脏乱差”成为农村人居环境矛盾最突出

的问题。

近年来，改善人居环境，助力乡村振兴，

各级政府一直在不停的探索和努力。安月村

工作队主动担当抓落实，与支村两委配合，持

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积极动员党员、公益性

岗位人员及群众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中来，

对村内生活垃圾、河道水塘、“三不管”地带及

村庄道路沿线卫生进行全面清理整治，着力

解决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推动人居环

境卫生整治工作成效，不断刷新乡村“颜值”。

每周三下午，安月村的“爱心超市”便会

如期营业。村民们满面笑容地走进“积分兑

换超市”，仔细核对自己通过参加村内环境卫

生整治、志愿服务活动和各项文明行为获得

的积分，浏览兑换的心仪商品。“这个超市真

是好，以后再也不用买生活用品了，四块肥

皂、一桶洗洁剂够我用半年了。”王拖平满心

欢喜。

积分兑换激励政策的实施，广大村民既

得到了实惠，又提高了村民保护美丽家园的

意识和主动性，带动村风民貌有了很大改观。

产业帮扶惠民生

在交通银行吕梁分行外经常可以见到满

载土豆、小米、豆面等物资的车辆送进食堂，

这些农产品都来自交通银行吕梁分行对口帮

扶的安月村。

安月村，位于孟家坪乡东南部，距乡政府

24公里，下辖 2个自然村，全村户籍人口 1274
人，常住人口 230人。全村国土面积 26.43平

方公里，耕地面积 9680亩，林地面积 6380亩，

是一个传统的农耕村落，除了农业以外没有

任何副业。

安月村的农民，祖祖辈辈种植土豆、谷

子、玉米。土豆花开、谷子抽穗、玉米吐丝，不

仅承载着当地村民增收的期盼，也成为村民

重要的收入来源。可是，就是这大山深处的

优质农产品，因为生长条件、地理条件限制了

它的销售，卖不出去就自己一袋一袋背回家，

销售成为横在村民们面前的一道难关。

“我们常去单位动员单位同事及亲戚朋

友等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以略高于市场价

格购买村民的绿色农副产品，积极帮助他们

解决农副产品的销路问题，增加他们的收

入。”王辉自豪的说道，“农特产品经过加工

后，作为员工福利发放，因为品质好，不少员

工亲友也会主动询问采购，还有回购的呢！”

在入户走访时，王辉和他的队员们还了

解掌握村民家中核桃、黑豆、土鸡蛋等零散农

副产品信息，通过微信朋友圈、微信群等进行

宣传、动员人们购买，希望大家通过购买群众

农副产品，帮助村民把农副产品变现，引导鼓

励村民通过劳动发家致富。

除广受好评的消费帮扶之外，安月村驻

村工作队依托当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优势，吸

引了兴皖药业企业，通过土地流转和“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方式，加快建设中药材种子

种苗繁育和药源基地，打造推动乡村振兴的

新引擎。

从帮销到促产，从改善村容村貌到提振

精神面貌，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之路上，安月村与市交行携手铺

就了一条乡村全面振兴的康庄大道。

办好为民小事 成就幸福大事
——交通银行吕梁分行驻兴县孟家坪乡安月村工作队帮扶纪实

吕
梁乡村行乡村行··看振兴看振兴

王翠平：从春种秋收到四季丰收

图为王翠平家的蔬菜大棚图为王翠平家的蔬菜大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