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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天气渐热。在白水县林
皋镇林皋村果农王振华的苹果园
里，一株株果树冒出了浅浅的花骨
朵儿。再过 10 来天，这片园子就
进入盛花期了，王振华最近一直守
在果园，忙着春季管理。

“天气预报说接下来可能有倒
春寒，这个阶段的果树管理一点都
不能马虎。”4 月 3 日，趁着休息间
隙，王振华掏出手机，点开一段关
于预防苹果花期低温冻害的视频
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

“苹果花期低温冻害，最有效
的预防措施就是最近赶紧浇水施
肥，树干涂营养液增强树势。发生
冻害后也不要慌，及时挖地坑点火
熏烟、喷施杀菌药……”这段视频
的主讲人是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
系岗位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白
水苹果试验站首席专家赵政阳。

视 频 中 ，赵 政 阳 讲 得 全 面 详
细，王振华直呼受益匪浅。“我这
园 子 大 部 分 都 是 瑞 阳 、瑞 雪 、瑞
香红，效益比红富士等老品种高
出 几 倍 。”说 起 新 品 种 带 来 的 高
收 益 ，王 振 华 语 气 中 颇 有 些 自
豪，“这几年，咱这块的示范园都
是试验站的专家在手把手指导，
从选择品种到种植、从田间管理
到 采 摘 ，专 家‘ 保 姆 式 ’全 程 参
与 ，‘ 一 条 龙 ’全 面 服 务 ，有 这 些
技术专家在，我们发展苹果产业

心里踏实。”
王振华提到的“试验站”，就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白水苹果试验
站。如他所说，在白水县，试验站
从苹果新品种选育、果树种植到田
间管理，以“首席专家+企业+果
农”技术服务的“连体模式”为苹
果提供从“生”到“长”到“摘”的全
过程跟踪式技术服务。

这几天，在试验站的苗圃里，
赵政阳正给学生和果农进行技术
培训，向他们讲解苹果花期低温冻
害防御和果树高接换头技术，忙得
不可开交。由他和团队培育的“三
瑞”系列苹果就在这里孕育，如今
已在白水县推广种植 7.2 万亩，在
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等多个省

（区）推广种植约 30 万亩。
自从跟着试验站的专家学习

后，王振华逐渐掌握了果园修剪、
农药喷洒、机械化操作，慢慢成了
十里八村有名的“土专家”。在他
的带动下，周边果农也学技术、学
管 理 、学 科 技 ，主 动 移 植 新 优 品
种、搭建防雹网、施加有机肥，人
均年增收 1 万余元。

“这几年，县上依托苹果特色
产业和境内旅游资源，策划包装农
业观光和生态康养旅游线路，形成
集休闲、体验、采摘、娱乐、科技为
一体的‘农业＋旅游’新业态，让白
水 苹 果 不 仅 有‘ 吃 头 ’，更 有‘ 看

头’。”白水县果业中心主任赵建信
称，全县延伸苹果上下游产业链，
发展鲜果、果汁、苹果深加工产品，
拉长产业链，延伸销售链，构建起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新体系。

如今，白水县凭借 200 万吨的
苹果年销量，搭建起以向全球四季
供应鲜食苹果为主，兼具新品研
发、规模种植、流通运输、精深加
工的产业体系，让超过 110 亿元产

值的苹果全产业链成为现实。
再 过 一 个 月 ，一 枚 枚 青 涩 的

小果子将被套上纸袋。这种特殊
的呵护，可以让白水县 55 万亩苹
果在生长过程中减少农药残留，
防止病虫侵袭，同时获得更好的
着色效果。4 个多月后，这些套着

“防护服”的小果子，将长成口感
脆爽、水分充足、芳香四溢的优质
苹果。

4 月 12 日，在镇安县青铜关
镇铜关村民事调解工作室，笔者
见到该村党支部书记、调委会主
任卢进明，他黝黑的面庞、憨厚的
笑容让人倍感亲切。“在我们农
村，当一个人民调解员就像当一
个篾匠，不管多杂多乱的竹条条，
最后都要理顺给它编成一个圆满
的筐筐。”提起人民调解工作，卢
进明这样说。

今年 58 岁的卢进明作为铜
关村党支部书记，从 2008 年就兼
任了村里的调委会主任。“他是个
热心人，群众基础好，熟悉当地风
土人情，平时处事公道又有威信，
群众都信服他。”镇安县司法局青
铜关司法所所长朱承玺介绍。

铜关村地处青铜关镇集镇街

道，全村 480 多户 1710 余人，高
速路横穿过村，人流量大，社情复
杂。“乡村的调解工作繁杂，常有
土地纠纷、家庭纠纷和赡养老人
等问题，能当场解决的案子不多，
多数时候，调成一个案子，需要多
次走访沟通。”提起调解工作，卢
进明如数家珍。

2023 年 4 月，青铜关镇月星
村居住在月西沟口搬迁点旁（属
铜关村地界）的杨某生、杨某林
兄弟俩，5 年前都没娶媳妇，合伙
盖了两间房。随后双方都有了
媳妇成了家，却为两间房屋的居
住权争吵不息，甚至大打出手。
卢 进 明 详 细 了 解 情 况 后 ，讲 道
理，说法规，寻求解决办法。最
终，卢进明邀请兄弟俩原所在月

星村的村调委会调解员联合调
解，通过建房成本核算，协议由
杨某生付给杨某林 5000 元作为
当初建房差额，并确定了兄弟俩
居住房屋的权属界畔，化解了矛
盾。

2023 年 5 月，铜关村二组村
民 余 某 德 ，因 10 多 年 前 女 儿 余
某兰出走，杳无音信。为解决自
己的养老问题，通过村组干部见
证 与 村 民 陈 某 达 成 了 赡 养 协
议 。 当 时 约 定 ，陈 某 赡 养 余 某
德，其名下的两间房屋继承权归
陈某。然而 6 年前，余某德的女
儿余某兰突然回到家里，才得知
余某兰已在外边成了家，于是就
接走了父亲到外地居住。在其
父亲去世后，余某兰为其父亲生
前留下的两间房屋与陈某继承
权产生了矛盾。

一时间，陈某与余某兰争吵
不休，余某兰与陈某找到了村调
委会寻求解决办法。卢进明根据
协 议 约 定 ，反 复 讲 情 、说 理 、释
法，经过多个回合调解，陈某在余
某兰不在家时，为其父亲余某德
尽了好多年赡养责任，两间房屋
各自继承一间，因余某兰不在本
村居住，协议将余某兰应继承一
间房屋折合 4 万元由陈某当场支
付给余某兰，两间房屋所有权永
久归陈某所有。至此化解了矛
盾，达成了和解协议。

“群众有矛盾纠纷，及时去现
场，及时给他们化解，问题就能解
决。”从事调解工作 16 年来，卢进
明义务化解矛盾纠纷无数，调解
各类纠纷共 300 余件，调解成功
率达 99.5%以上。2021 年以来，
卢进明先后被商洛市评为“十佳
人民调解员”、“商洛好人”及县、
镇“优秀共产党员”。

“荞麦浑身都是宝，后续咱还可以做荞
麦挂面、荞麦醋、荞麦枕头……”说起荞麦产
业的发展方向，陇县河北镇庙坡村的“荞麦
支书”高鹏飞心里早有一番打算。

近年来，陇县积极实施“雏雁培育”三年
行动，出台加强村级后备力量储备培育措施，
大胆识人选人、精准用人管人，选优选强村级

“雏雁”队伍，为乡村振兴蓄好“源头活水”。
庙坡村作为典型的山区村，因地势陡

峭、土地贫瘠，集体经济薄弱，群众收入渠道
单一。不仅如此，村上大量年轻人选择外出
务工，村干部老龄化问题也日益凸显。2018
年，29 岁的高鹏飞告别了军旅生活，选择回
乡创业，自此被推选为村党支部委员，成为
村党支部书记后备力量。

河北镇素有“高山红旗、北部粮仓”美
誉，高鹏飞凭借在外打拼积累的经验和敢闯
敢干的劲头，发现了荞麦适应性强、耐贫瘠
的特点，便萌生发展荞麦产业的念头。他流
转撂荒地 10 亩带头试种，在试种的第一年，
效益不明显，群众并不看好，大都处于观望
状态。

河北镇党委按照“导师帮带”要求，由镇
8 名领导班子成员，“一对一”帮带全镇 8 位
村党组织书记后备力量。镇党委书记闫军
春对高鹏飞进行帮带。在闫军春的提议下，
高鹏飞利用 7 月夏收后到 9 月种小麦之间这
个窗口期，通过夏播荞麦、秋播麦，增加一茬
作物，发现荞麦不仅对小麦的产量没有影
响，反而使小麦的产量提升了 10%。这一突
破无疑给想要做大做强荞麦产业的高鹏飞
打了一针强心剂。

2021 年高鹏飞成功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此后，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集中统一采

购良种，免费发放到户，并全程跟踪指导，签
订收购订单，夏播荞麦面积达 2300 亩，全村
226 户群众参与种植，荞麦成为他们的“拳
头”产业，庙坡村也成为陇县规模最大、产量
最多的荞麦种植村。

产业单一、农产品附加值低的问题如
何破解？2023 年，在农业农村局、市场监
管局等部门的协调下，庙坡村成功注册品
牌 ，牵 头 成 立 荞 面 饸 饹 协 会 、宝 鸡 陇 州 北
部粮仓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与岐山天缘醋
业 合 作 建 成 庙 坡 荞 麦 醋 厂 ，推 出“ 荞 麦
醋”、“荞麦酒”等产品，组织村内 5 名青年
到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学习直播带货，打
通荞麦产品线上销售渠道，荞麦挂面深受
消费者青睐。

2023 年，庙坡村荞麦产业总产值 180 万
元，占全村农业经济收入的 53%，庙坡村从

“空壳村”一跃晋级为“经济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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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果串起“甜蜜产业链”
本报记者 赖雅芬 文/图

耐心调解促和谐
匡培印 辛恒卫 文/图

白水县林皋镇果农正在果园里疏花。

卢进明（左二）正在调解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