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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传统农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在这一背景下，发展特色农业成
为实现乡村振兴、农民增收的重要策略之一。近日，“三晋人大代表采风行”记者团深入探访山西省运城市各县（区）从事特色农业产业的人大代表，挖掘他们那些来源于田
间地头的“金点子”和“好经验”。结合对当地自然条件的深刻理解和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人大代表们因地制宜探索形成许多农业发展新的模式，为当地的农业转型升级和
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活力。

稻花香里话履职 田间地头谋振兴

■ 见习记者 赵 烨

在运城市平陆县金童果业专业合
作社，记者一行人见到了赵海亮。他
年近古稀却依然精神抖擞，在生产车
间 忙 碌 个 不 停 ，奔 走 在 车 间 清 洗 、挑
拣、装箱各个流水线上，查看着工人们
各个环节的操作流程。

“ 这 些 苹 果 都 是 要 出 口 的 ，是 我
们平陆县生产的优质冰糖心苹果。”做
水果出口生意很多年的赵海亮告诉记
者，“以苹果为例，运城市是苹果种植大
市，产量达 400 万吨，接近全国总产量
的十分之一。产量庞大、竞争激烈，合
作社要想在薄利多销的基础上持续稳
定增收，必须探索新销售渠道。”面向海
外市场出口，就是赵海亮研究出来的
新路径。把水果运往国外销售，不仅
可以减轻国内市场压力、改变供求关
系，使国内水果的价格得以稳定，而面
向国外市场的出口，也能倒逼当地的
果品质量提升和产业链完善。

“近三年来，金童果业专业合作社
打开了国外的果品高端市场，把平陆县
的玉露香梨、冰糖心苹果输送到海外。”
赵海亮说，合作社目前国际市场畅销，
批发零售价格稳定，经过多次协商，近
期苹果、梨和猕猴桃直接向香港市场供
应，进一步拓宽了果品的销售渠道。

2017 年，赵海亮当选山西省第十三
届人大代表。在他看来，农民是农村发
展的主体，而果业作为当地的特色产
业，对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着直接
影响。在专注合作社发展的同时，赵海
亮积极践行人大代表的职责，每年都向
人代会提交 10 余件农业相关的建议，
为“三农”问题鼓与呼。

8 年来，赵海亮先后提出 110 件建
议。其中一些建议引起了省政府及相

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逐步得到推动
实施。例如他提出的《关于农产品产
地市场建设的建议》，省政府相关部门
用 7 年时间，在全省优势农产品产区分
批建设了交易大棚和冷藏库，让农民
和 产 品 不 再 遭 受 日 晒 雨 淋 。 曾 经 连
续多年提出的《关于落实农产品储藏
库用电的建议》，经过赵海亮和山西省
发 展 改 革 委 多 次 沟 通 协 商 ，最 终 于
2019 年 得 到 了 落 实 。 农 产 品 储 藏 用
电 电 价 降 幅 在 20%以 上，降低了全省
农产品储藏企业的发展成本。

“咱是一个农民代表，第一就是要
为农民说话，第二就是帮农民增收，必
须在产业稳定和持续发展上，做出更多
利民便民的事情。”作为人大代表的赵
海亮，在履职过程中始终将农民的利益

和心声放在首位，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和
市场资源，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为
当地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作出了积极
贡献。

——记山西省人大代表、平陆县金童果业专业合作社常务副理事长赵海亮

心里盛着农民的“果业能人”

■ 见习记者 赵 烨

暮春时节，葡萄架的藤蔓绿意盎
然，长势喜人，一串串葡萄已初具雏形，
在夏县昌鑫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内，理

事长郝能吉指着眼前枝叶繁茂的葡萄
藤，为记者这里介绍不同的品种：巨峰、
阳光玫瑰、茉莉香、龙眼……

如果不仔细看，甚至注意不到，眼
前自信乐观的郝能吉是残疾人。“1978
年，到运城棉花研究所学习，结果不小
心出了意外，导致右手残疾。没有办
法，既然研究不了棉花，那就回家种葡
萄。”郝能吉坦率地说。

郝能吉所在的裴介村以葡萄种植
为主导产业，但长期以来，果农们缺乏
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导致葡萄品质低
劣、价格低廉。郝能吉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为了改变这个现状，2011 年，我
自费去陕西调研了一次，当地的葡萄在
地里批发价 6 元至 9 元，而夏县的葡萄
在地里批发价 5 角至 9 角，10 倍的价格
差距给了我很大的打击。”

怀抱着提高葡萄质量与价格的初
心，2012 年，郝能吉自发成立了一个“果
美葡萄研究协会”，邀请高级农艺师和
葡萄种植领域的专家，每年为种植户开
展不定期培训，讲授葡萄生长特点、各
种病的发病特点和规律以及如何预防
和用药。

郝能吉也不断钻研学习葡萄种植
新技术，并在自己的地里进行实验。他
发现，一个成熟饱满的巨峰芽子可以耐
寒零下 18 度至 20 度，而夏县的气温并
不寒冷。因此，他在上冻前为葡萄浇水
一次，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一技术
很快在合作社内推广开来，大大提高了
葡萄的产量和品质。郝能吉笑称自己
是“土专家”，农户们在葡萄种植上有什
么问题，都会先来问问他。

在他的号召和带领下，裴介村越来

越多的残疾人加入了合作社发展葡萄种
植，收入显著提高，生活质量也明显改善
了。目前，合作社已经发展了102户460名
会员，葡萄种植年收入达到 270万元。

作为山西省第十四届人大代表，郝
能吉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当
选人大代表以来，他始终用一颗炽热的
心，为残疾人解难事、办实事。针对残疾
人康复、教育、就业、维权、社会保障等政
策，郝能吉逐字逐句推敲领悟，并及时宣
传贯彻，让辖区残疾人享受国家助残惠
残好政策，感受保障带来的温暖。

除了关注残疾人的发展，郝能吉还
积极建言献策。他深入群众走访调研，
察民情、听民意，提出了许多事关民生
的建议。郝能吉持续关注农村 60 岁以
上老人的养老问题，他提出的《关于提
高农村老人养老金的建议》，得到了有
关部门的重视和回应。

“坎坷的人生，让我深深懂得，残疾
并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心灵残疾比身
体残疾更可怕！”郝能吉表示，将在不断
学习、加强自身履职能力的同时，在为
民服务的道路上踏踏实实地走下去。

——记山西省人大代表、夏县昌鑫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郝能吉

葡萄种植的“土专家”

■ 见习记者 白 丹

一阵暖风吹过，旱垣上的槐树林轻
轻摇曳在初夏的阳光下。

降水量不多、地下水太深，十年九
旱、靠天吃饭的山村，怎么发展产业？经
过 20 余年的摸索，全国人大代表、运城
市盐湖区三路里镇沟东村党支部书记雷
茂端选中了耐干旱耐贫瘠的“双季槐”。

据了解，双季槐一年收两季，从槐
米里面提取的芦丁可制造心脑血管药
物。“双季槐经济价值远远高于传统种
植业。”雷茂端向媒体记者介绍，“双季
槐避免了土地撂荒、提高了农民收入。”

2008 年，刚担任沟东村村委会主任
的雷茂端立即在全村推广种植。“树苗
不要钱，技术由我管；挣了大家享，赔
了我承担。”他向村民承诺，并先后无
偿为沟东村提供苗木 12 万株，接穗 16
万个，价值 150 多万元。有了雷茂端的
承诺，沟东村村民一鼓作气种植了 250
多公顷双季槐，人均年收入 1.7 万余元，
比之前的收入提高近 20 倍。在雷茂端
的倾心帮扶下，双季槐产业得到突飞猛
进的发展，一大批旱垣村庄走上脱贫致
富路。

一时间，雷茂端成了香饽饽。可好
景不长，2017年，因双季槐芦丁含量偏低
而价格陡降，一下子由20元左右降到了3
元，让一个充满希望的产业跌入了谷底。

怨声，骂声，不绝于耳。一些地方
还掀起了砍树潮。但雷茂端不急不躁，
他告诉沟东村群众：“咱们得先稳住阵
脚，不要砍树，待我想想办法！”

原来，早在 2011 年，雷茂端就启动
了高芦丁米槐研究工作。面对突如其
来的打击，他加大了研发力度，查资料、
做研究，恨不得一天当作两天用，三伏
天顶着大日头在种子质资源圃搞试验，
一干就是六七个钟头，几天的工夫，身
上就脱了一层皮，拼尽全力向高芦丁含
量挺进。

终于，雷茂端培育出了高槐 1号、高
槐 2 号等系列高芦丁槐米品种，比原来
的双季槐高出一倍以上。“我们组织了
25 人的免费服务团队，无偿提供高芦丁
米槐接穗 300万个。”心里装着老百姓的
雷茂端认为“当代表就要为人民”。

这 下 子 ，雷 茂 端 更 忙 了 。 他 办 培
训、搞调研、入农户、下田间，全身心投
入米槐产业中，忙得不亦乐乎。面对困
难农户，他免费送上苗木，累计无偿赠
送 60 多万株苗木，接穗 1000 多万个，价
值近1500万元。如今，高芦丁槐米每斤售
价高达 20 至 40 元。今年人均收入预计
3.5 万元左右，未来有望突破 5 万元。基
于在旱地农业研发上的突出贡献，他先
后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全国
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绿化劳动模范”
等近百项荣誉称号。

已过花甲之年的雷茂端用初心和使
命，蹚出了一条旱塬贫困农民脱贫致富
之路，闯出了一条乡村产业振兴之路。
几年间，他先后被推选为运城市人大代
表、运城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不久又先后
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人大代表。

雷茂端通过实地走访调研，陆续提
交《关于发展米槐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的建议》《关于把米槐产业做成全国知
名品牌的建议》《关于把米槐产业作为
防止返贫的特色产业和推动边远山区
乡村振兴特色产业的建议》等一件件建
议，继续为发展米槐产业鼓与呼。

采访快要接近尾声，记者站在望槐
楼，环看四周，绿海之上，槐花含苞，香
气四溢，落日余晖把不远处的山勾勒出
一层金边。“如今我们推出‘游米槐园、
赏山桃花、吃农家饭、爬稷王山’的旅游
线路，打造沟东村农旅融合新高地，助
推乡村振兴快速发展。”谈起未来的规
划，雷茂端充满希望。

——记全国人大代表、运城市盐湖区三路里镇沟东村党支部书记雷茂端

风吹槐米满地香

■ 见习记者 赵 烨

“目前是养菌期，也就是香菇生长
的时候，几乎不用人管。”走进香菇生产
基地的养菌棚内，席娟娟正在和记者们
介绍生产情况。

席娟娟，垣曲县新城镇清源村人，
是山西省第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也
是垣曲县娟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
长。垣曲县不仅地貌、气候适宜香菇培
植，还拥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特别是
修剪下来的核桃及果树枝条，可以加工
成木屑作为香菇生长的原材料，得天独
厚的条件成为席娟娟投身菌菇种植产
业的“催化剂”。

2015 年，娟娟种植专业合作社成
立。成立初始，席娟娟一方面外出学技

术、找销路，另一方面采用“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带领村民
大力发展食用菌种植。如今，娟娟种植
专业合作社拥有新城镇清源村、瓦舍

村、左家湾村和皋落乡皋落村四个香菇
生产基地，累计投资 4000 余万元，年种
植香菇 150 万袋，鲜菇达产业发展可谓
蒸蒸日上。

合作社取得飞跃发展的同时，也带
动了周边农户共同致富。9 年间，合作
社共带动 300 余户、500 余人从事香菇
产业发展，人均增收达 2 万元，不仅最
初创业的愿望得到了实现，还真正实现
了以产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作为
人大代表，我觉得有责任带动群众致
富，作为产业致富带头人，在最初创业
时就想着把香菇种好，带动生活困难的
村民一起干，让他们学技术，在家门口
就能挣钱。”席娟娟说。

产业越做越好，规模越做越大，席
娟娟感觉自己的责任也更大了，她积极

寻求发展新路径。2023 年，合作社乘着
垣曲县创建国家级食用菌产业基地的
政策东风，投资 1000 余万元建设了一
座食用菌深加工生产车间，制作香菇
酱、手撕香菇和香菇罐头，带动食用菌
产业多元化发展；在香菇种植基地的基
础上建成“优质香菇示范园”，集香菇种
植加工、销售、采摘和香菇文化展示、旅
游体验于一体，完美实现了农旅融合。

当选省人大代表以来，针对农作
物大棚种植，她提出了 20 余件富有建
设性的建议，其中，新建大棚的补贴政
策、作物冻伤保险机制以及标准化设
备补贴等方面的建议，均得到了有效
的实施和推进。此外，席娟娟还经常
深入群众，为他们详细讲解香菇种植
技术、农业相关政策，努力提升群众的
生产技能和政策理解水平。2022 年，
席娟娟当选为运城市“农业农村领域
百名科普带头人”。在一步一个脚印
做好产业的同时，席娟娟积极履行人
大代表的职责，充分发挥了群众和政
府“连心桥”作用。

——记山西省人大代表、垣曲县娟娟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席娟娟

引领香菇产业的“菌”界巾帼

■ 见习记者 白 丹

要说起运城市临猗县果农里的能
人，就不得不提起“老吴”吴中定了。在
别人种出的苹果都是论斤卖时，老吴种
出的苹果是论个卖，10元一个还供不应
求。在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老吴苹
果”卖高价格的秘诀在哪里？记者决定
一探究竟。

在临猗县西部的角杯乡上豆氏村
的果园里，见到了顶着高温修剪果枝的
吴中定，中等身材，黝黑的面孔，一双炯
炯有神的眼睛，散发着坚定的光彩。

“种苹果可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
吴中定回忆起 30 多年前最开始种苹果
的情景，感慨地说。1988 年，外出务工
多年的吴中定回到家乡，承包了村子里
多年不挂果的果园，成了一名果农。

一开始，他整天泡在果园里，脑子
里、手头上全是苹果。没有技术学技
术，遇到难题找专家，摸着石头过河。
但吴中定坚信：“种果子有窍门，窍门就
是勤劳。”靠着比别人更勤劳的一双手，
他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种果能手。

2009 年，由于苹果丰收、品种单一，
果价大跌，运城市苹果遭遇重创。为了
解决卖果难，政府组织果农代表去日本
学习。那一次，吴中定大开眼界，思路
也随之转变：苹果栽植并不是一味追求

产量，树上的苹果也不必多，但每一个
苹果都要是精品。吴中定痛下决心，率
先在自己的果园实施间伐。面对周边
果农的不理解，他不为所动。在他看
来，只有不断创新、改革，才能让临猗的
苹果走出一条有希望的翻身路，最终他
的果园大获成功。

在谈到如何带领群众致富时，吴
中定说，送金山银山，不如给一个好果
园。他以自己的果园基地、管理技术
和品牌效应为依托，把单打独斗、市场
抗风险能力差的果农集中起来，在全
县率先成立了“忠定苹果种植专业合
作社”，全面推行规范管 理 和 精 细 化
管理，实现了“生产跟着口令走”的标
准化作业模式。探索建立以“果树间
伐、重施有机肥、纸膜双套袋、果园种
草、生物防治病虫害、摘叶转果铺设反
光膜”六大创新和“水肥一体化+互联
网”两大设施配套为内容的“6+2”果树
管理模式，为当地苹果注入了强大的市
场推力。

经过几年发展，合作社社员发展到

905 户，涉及 6 个乡镇的 50 个村，社员人
均收入达到 2万元。

现在吴中定的想法，已经从最初种
果树挣钱改善生活，发展为推广科学种
植果树。他通过微信、抖音、网络直播
等方式传授果树种植技能，不断扩大职
业培训的纵深度和覆盖面。他在自家
的果园建起了高标准的苹果田间培训
学校，向前来取经的果农亲手示范，传
授技术。

经过几年的培训，吴中定带起了一
支百人农科服务团，建起县、乡、村三级
科技服务网络，每年深入农村举办科技
讲座上百场次。

2017 年，吴中定当选省人大代表，
将目光放到了为群众建好言，为百姓办
实事上。他坚持参加人大组织的进站
值班、调研视察、执法检查、代表述职等
活动，倾听百姓呼声，累计接待群众 80
人次，化解矛盾纠纷 13件。

围绕如何推进乡村振兴和果业提
质增效的问题，他积极了解群众诉求，
收集第一手材料，提出“打造国家级枣

业博览园”“优化农用地转用指标审批
流程”“加强现代农业复合型人才培育”
等多件建议，得到相关部门采纳。

采访组离开上豆氏村的时候，正值
正午。明媚的阳光下，天空湛蓝如洗，
远远近近的苹果园里，饱满的小果在枝
头积蓄着生长的力量。一幅“生态美、
百姓富、产业旺、乡村兴”的美丽画卷正
在徐徐展开，而果农们的幸福生活，必
将是画卷上最动人的风景。

——记山西省人大代表、临猗县忠定苹果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中定

苹果飘香幸福来

■ 见习记者 白 丹

“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眼下
正是茼蒿的种植季节，在运城市闻喜县
桐城镇下邱村的口福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基地里，一位皮肤黝黑、戴着黑框眼
镜、精神矍铄的老人正在指导几名员工
为茼蒿地施肥，尽管大棚里气温偏高，但
基地里的茼蒿却焕发出勃勃生机，宛如
一座座“绿色银行”，镶嵌在田间地头。

这位老人就是远近闻名的种菜好
手——王作有。今年 67岁的他，每天最
大的爱好就是穿梭在各个蔬菜大棚，用
他的话来说，“我一到菜地就有使不完
的劲”“每天早上站在地里，对于合作社
的发展，我就有新的灵感。”而王作新的
手因常年劳作早已变形。

2010 年 10 月，已年过 50 岁的王作
新为了带领村民走上产业致富之路，在
其家乡桐城镇下邱村带头发起并成立
了闻喜县口福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为更好服务全县菜农，2017 年，他又带
头发起并成立了闻喜县蔬菜产业协会，
成功将当地的特色蔬菜闻喜茼蒿申报
为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涑川茼蒿”。

“为耕者谋利，为食者谋福”是王作
新的座右铭，一心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初
心也从未改变。十多年来，在他的带领
下，下邱村口福蔬菜园区种植户从 87户
发展增加到 213户成员，年产各类绿叶菜
3万吨。合作社成员年产值 6000万元左

右，社员户均净收入 10万元以上。不仅
增加农民的收入，更擦亮了乡村振兴的

“幸福底色”。
在王作新看来，要想把一个产业做

好，不能一味埋头苦干，还要抬头看路。
为改变村里原始落后的竹木结构大棚，
仅 2011 年，他就先后 5 次赴陕西杨凌现
代农业高科技园区考察学习，开阔眼
界，增长见识。经过反复研究，投资 7万
余元建成了钢架双层镀锌钢管示范大
棚，从新大棚建成投产开始，他坚持吃
住在地头，把每种蔬菜品种在大棚的适
应性做了实验记录。

通 过 两 年 多 认 真 细 致 、艰 苦 耐 心
的试种，王作新得出可靠结论：钢架双
层镀锌钢管大棚可以在闻喜农村大力
推广，且他在种植蔬菜种类、技术上都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13年至 2017年，
钢架双层镀锌钢管大棚在全县推广面
积达，为菜农增收 1亿元左右。

如今，合作社的服务中心成了全县
规模最大的绿叶菜产地交易集散地，王作
新也先后荣获了“山西省蔬菜产业营销大
户”“乡土专家”“现代农业好把式”称号。

2023 年 1 月，王作新当选省人大代
表。履职一年多来，他坚持深入基层，倾
听选民意见，了解民情民意，力争让自己
提出的建议更加贴近百姓利益。同时他
立足本职，积极和蔬菜行业龙头企业交
流沟通，互相学习，引进新技术、新品种，
提高运城蔬菜的知名度；在蔬菜发展进
程中，针对出现的新问题，他积极向相关
部门提出建议并督促落实。

今年，王作新关注的重点还是乡村
振兴，他提出的“完善蔬菜生产、加工、
流通、销售全产业链条格局推动蔬菜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也得到了有关
部门的回应。“让蔬菜成为有奔头的产
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
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王作新这样
描述他心中的“农业梦”。他表示，将谨
记新农人身份，继续扎根田间地头，时
刻惦记脚下的这一方土地，带领更多村
民过上好日子！

——记山西省人大代表、闻喜县口福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作新
“让蔬菜种植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