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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是收获的季节。走进石楼县裴沟乡永由村，田间地
头到处充满收获的喜悦，沉甸甸、红艳艳的苹果散发出浓郁
的果香，这些诱人的果实不仅鼓足了村民的口袋，更为果农
带来了幸福的生活，绘出了一幅苹果丰、产业兴、乡村美的乡
村振兴图景。

永由村位于石楼县裴沟乡西南 3公里处，村内的千年古
槐、普济寺历史悠久，立足于乡村旅游及连续三届“槐花节”
的举办，使村庄更是远近闻名。村里洁净的乡村道路平整延
伸，家家户户窗明几净，在秋日光影中，犹如一幅唯美的画
卷。除了独特的美景外，在永由村山顶上，412亩的苹果树也
使村民收获满满，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土层深厚、昼夜
温差大、光照充足，使这里所产的山地苹果色泽亮丽、果肉脆
甜，深受客商喜爱和消费者青睐。

近年来，在乡村振兴各项惠农政策的扶持下，该村逐步
加大对产业道路、居住环境等方面的改善，村容村貌发生了
很大变化，同时加大对苹果产业的培育力度，让苹果产业成
为村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之一。

村民温成旺就是苹果产业受益者之一。他种植苹果已
经有 6个年头了，经过精心的管护，今年是他家苹果树的初步
挂果期。对于今年的收成，温成旺喜上眉梢：“今年的苹果，
不仅产量高、质量好，市场价格也很不错，我家的苹果最好的
时候能卖到每斤 5元的价格，批发价是每斤 2.5元，而且有不
同的品种，晋富、丹霞、嘎啦还有吉早红，成熟的时间不一样，
今年产量可达到 3500 公斤左右，预计能有 2 万元左右的收
入。”收入的增加，不仅让他看到了产业发展的希望，更坚定
了像温成旺一样的村民发展产业的信心。

石楼县政府办作为永由村的帮扶单位，还为永由村按照
“山地苹果”的产业发展思路，硬化了两条通往果树地的水泥
路，方便农户出行，并积极开展消费帮扶 2000余斤，产销对接
2万余斤。同时，还邀请果树技术专家分别从修剪拉枝、病虫
害防治、增施有机肥、铺设反光膜等多个环节进行指导，同时
定期组织村里的务果能手交流管护经验，逐步提高村民们的
果园管理技能。

同村脱贫户温四则目前打理着 8 亩果园，他告诉记者：
“刚开始种植果树时，我不懂技术，后来通过参加培训，跟技
术人员、种植大户交流管护经验，就逐步掌握了种植技术，现
在在村里也算是果树管理的能人。”温四则说，“今年我家套
了 9000多果袋，产量大概能达到 1500多公斤，按照目前的市
场行情，能给家里增收 8000多元。”

“目前，永由村种植苹果412亩，挂果280余亩，果品总产量3
万公斤左右，年产值达15万余元。”对于未来的发展，裴沟乡永由

村党支部书记穆海则表示，将立足实际，持续壮大苹果产业，根据
本村的巩固衔接工作规划，发展采摘园，给苹果精包装，借助网
络营销。同时进一步做好高效管护新技术推广工作，提升果农
科学管理水平，完善产业链条，做优做强苹果产业，打出品牌来，让
永由山地苹果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摇钱树”。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在永由村乃至石楼全县，像温成
旺、温四则一样依托资源优势，依靠政策扶持、技术加持发展
产业的群众，不仅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和信心，更激发
了群众自主发展产业实现增收的内生动力，随着群众收入的
逐年增加，乡村振兴也有了更加广阔的“钱”景，老百姓的日
子将越过越红火……

《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保就业工作的通知》印发

兜牢民生底线 我省25条措施稳就业保就业
放大招促消费，《山西省恢复和扩大消费若干政策措施》出台

多部门负责人“剧透”32条有些啥

红彤彤，甜蜜蜜！晒晒石楼苹果丰收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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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成旺夫妻看着丰收的苹果乐开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