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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在行动

简讯快报

“700亩梨园全部采用高接换优
技术，以秋月梨为主，还有考密
斯、丑梨等新品种，明年就开始挂
果。”5月 17 日，杜华讲起梨树栽
植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好像在介
绍自己的孩子，很自豪、很幸福。

初见杜华，一身朴素的衣裳、一
双沾满泥土的布鞋、一张黝黑朴实
的面庞，再加上乐呵呵的表情，你
可能认为他与宁陵县葛天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不搭边，反
而会对他“土专家”的头衔比较认
可。

杜华是土生土长的宁陵人，从
事果树栽植32年。通过坚持不懈地
学习、摸索和实践、创新，他从一
个普通农民逐步成长为果树栽培技
术的行家里手，并通过“传帮带”
教出一大批掌握新技术的职业农
民，真正发挥“土专家”的作用，
传增收技、授致富经。

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农民
是主体，人才是关键。杜华自1990
年自学梨树管理技术以来，一年四
季不是在梨园做生产管理，就是在
梨园研究病虫害防治，或者是在梨
树上嫁接新品种做试验。在他眼
里，每一棵梨树都是一件艺术品。

拜师学习果树管理技术、病虫
害采报和防治，入行10多年后，杜
华从农业技术的“门外汉”成为当
地闻名的“土专家”。1997年，他
创办宁陵县民营酥梨研究所和宁陵
县谢花酥梨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
全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不
光埋头学、带头干，还主动来到梨

园地头，面对面、手把手地为梨农
讲解梨树管理技术，把最先进的技
术无偿传授给乡亲。截至目前，他
已先后免费举办果树管理技术培训
班600余期，受益人数达10万人。

学习+理论+实践，让杜华的
梨树管理技术越来越出众：2000
年，他参加宁陵县科技知识大比
武，荣获三等奖；2001年，他被评
为宁陵县首届优秀乡土人才；2002
年，他被授予宁陵县劳动模范、商
丘市第四届优秀青年农民等称号
……

对杜华来说，“土专家”这个
头衔不仅是荣誉，更是对他多年来
积累的果树管理技术和实践成果的
肯定与认可，也更激发了他为父老
乡亲服务的热情与动力。

“现在宁陵梨发展到了瓶颈
期，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是必
走之路。”结合自己的调研成果，
杜华坚定地说，多年来，他把所有
精力投入到酥梨品种推广改良、绿
色无公害梨生产、梨技术研究等课
题上，日月更迭、寒来暑往，他始
终不改初心，像蜜蜂一样忙碌着、
奋斗着。

做给梨农看，带着梨农干。杜
华推广新技术、新品种，从来都是
从自家那6亩梨园先“下手”。近年
来，随着酥梨价格的下滑，梨农效
益下降、种植积极性低落，寻找新
的发展出路迫在眉睫。2020 年 3
月，杜华不顾家人反对，毅然把自
家 6亩老梨树中心干全部锯掉，通
过高接换优技术将酥梨更换为新品

种梨“秋月”。去年挂果算账：亩
产约 4000斤，每斤 3.7元左右，亩
均净收入 1.5万元。看到杜华的新
品种梨价格好、销路俏，今年已有
不少梨农主动跟进，带动发展改优
换良近700亩梨园。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赚钱
才是硬道理。”说起推广新品种、
新技术的经验，杜华一语中的。

2020 年，杜华与两个同学合
作，投资 300多万元成立了宁陵县
葛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河南
省（酥梨）现代农业产业园和河南
省农村科普示范基地项目，一期流
转 700亩老梨园，去年 10月开始嫁
接推广新品种梨。杜华介绍，平常
梨树种植需 4年才能挂果，但通过
高接换优技术嫁接新品种，一年就
可以挂果见效益。

杜华说，葛天农业科技园分三
个园区，他先拿出 500亩地，引进
新品种、推行新模式、依靠新技
术、打造高品质，与国内领先的数
字化公司合作，开发“智慧种植”

“数字果园”，真正增加宁陵梨的科
技含量。如今，新园区建设即将启
动。

付出就有回报。多年来，杜华
先后被评为省、市、县劳动模范，
成为省派“科技特派员”“河南省
科技技术普及成果奖”获得者和市
人大代表、县政协常委。

“我与梨树打了一辈子交道，
今后希望能与乡亲们一起种好梨、
卖好梨，助力乡村振兴。”望着长
势旺盛的梨树，杜华诚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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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专家”杜华：

乡村振兴当先锋
本报融媒体记者 高会鹏

杜华，只是宁陵县近百名专业技术
拔尖人才的一个代表。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专家
人才更是产业兴旺的根基。作为典型
的农业县，宁陵有传统“三宝”：酥梨、花
生、白蜡杆，还有新发展的白桃、葡萄、
菊花等产业。良好的农业资源创新发
展，当然离不开各类乡土人才的支撑。

懂技术，善经营，能带动。这是记
者采访杜华和其他乡土专家人才的切
身感受。他们生活在宁陵各行各业各
地，不仅有文化、懂技术、热心肠，更了
解当地实情，对家乡有着深厚感情，并
有传授技术、带富乡亲的强烈愿望。

“土专家”是乡村的“金疙瘩”。宁陵
充分利用他们的专业优势，让乡土人才
与优势产业、特色乡村精准对接，有针对
性地开展技术培训和生产指导。

让人欣喜的是，宁陵为提高拔尖人
才服务当地的积极性，先后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给补助、授荣
誉、重服务，更激发了他们“传帮
带”的积极性、主动性。

“土专家”是乡村的
“金疙瘩”

□高会鹏

记者手记

村容村貌变美了，村里产业增多了，村民腰包鼓起来
了，老百姓的文明意识提高了……日前，谈起村里的可喜变
化，驻宁陵县黄岗镇己吾城村第一书记孙萌言语里充满了
成就感。

2017年10月，宁陵县政协科员孙萌被派往己吾城村担
任第一书记。从此，他脚踏实地，真情付出，一腔热忱为
村民谋利益、解忧盼。

“我们的孙书记，心里装的都是咱老百姓。”提起孙
萌，脱贫户平永山兴奋地竖起大拇指说。当初孙萌入村的
时候，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是 194户 856人。他不辞辛苦
一家一家走访，了解每一家的难处。

刘其彬家的房子需要危房改造，郭照兰的残疾证需要
申办，平永合家想发展养殖……孙萌把这些“小事”时刻挂
在心头。其中，他最惦记村民平永山。平永山是村里最早
一批的贫困户，已经提前脱贫了。但孙萌在走访中发现，平
永山患有精神病，爱人又是直肠癌患者，高昂的医疗费让
他们承受不起。

在孙萌的热心帮助下，平永山家享受到了最低生活保
障和大病救助，另外，他还领取了残疾人生活补贴和光伏
发电分红。

“乡村要振兴，产业需先行。”己吾城村不但建起了扶
贫车间，还实施了光伏发电项目。“我村的创跃鞋业安置
村民 50 多人，每人月收入不低于 3000 元。在家门口就
业，老人不再空巢，孩子不再留守，还不影响干农活、做家
务和接送孩子上学。”孙萌说，“光伏发电被称为村里的‘人
民银行’，村民年年可以从中分红，老百姓也有了自己的
年终福利。”

孙萌还积极发挥村里致富带头人的作用，大力发展种
植和养殖。种植户蒋杰流转土地 100多亩搞酥梨种植，种
的是优质秋月梨，品质好、产量高、价钱好，收益喜人。
在蒋杰的引领下，村民可以用地或拿钱入股，也可以在梨
园里打工挣钱，走共同富裕之路。村里原有七八家养牛
户，养殖规模小，养殖技术跟不上。在孙萌的奔走下，村
里很快成立了养牛专业合作社，大家抱团发展，共享资
源，一起受益。

己吾城村作为孙萌的“第二故乡”，孙萌更喜欢它
厚重的历史底蕴。己吾城村原是魏晋时期的己吾县，
是魏太祖曹操兴兵点将之地，三国猛将典韦的家乡，
还是隶书 《张迁碑》 表颂的东汉官吏张迁的故里，清
朝第一廉吏汤斌的墓地所在地。“如此厚重的历史文化
也是一笔精神财富，我们要把己吾城村打造成宁陵县
一张知名的历史文化名片。下一步，村里将筹资修建
古城墙景观、复原典韦墓和曹操点将台遗址等，开展
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孙萌憧憬着己吾城村美好
的未来。

驻村第一书记孙萌：

脚粘泥土 心装百姓
本报融媒体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闫占廷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连日来，宁陵县赵村乡全面动
员、压实责任、迅速行动，再掀辖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新高
潮，全力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实现新突破、质量大提升。

干群协同齐上阵。全乡各村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
作用，村干部、党员带头，群众积极响应，上足机械、人工，
对各村大街小巷及房前屋后的“四大堆”进行集中彻底清理，
切实清出底子，推进人居环境提升。

重磅出击清难题。各工作片区聚焦环境卫生清理中的重点
问题和关键环节，以清除卫生死角为重点，开展家前屋后、庭
院内外、绿化草丛等地环境整治工作，以点带面，从重点、难
点入手，确保问题一个个解决，持续巩固和提升生态环境质
量，着力打造绿色生态、宜居家园。

强化督查明责任。将人居环境整治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制
定考核办法，层层落实包保责任制。充分发挥“考核+”作用，坚
持问题导向，成立人居环境工作督导小组，对照标准、一线督导、
现场“把脉”、全域覆盖，发现问题及时指出并要求聚焦问题、立
行立改、举一反三、全域提升，确保问题发现一处、整改一处。

赵村乡

多举措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谭文华）近年来，宁陵县
残联多措并举，全力推进“阳光家园计划”和“无障碍改造”
项目实施，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改
善重度残疾人生活条件、提升生活质量。

宁陵县残联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刘楼乡薛屯村残疾
人郭青礼、翟清标提供室内卫生打扫、洗衣、理发、康复训练
等一系列服务，帮助智力、精神、重度肢体残疾人家庭解决实
际问题。

据了解，宁陵县先后投资21.68万元实施200人重度残疾人
阳光家园项目、投资14.54万元实施42户残疾人无障改造项目，
分别按照“户申请、村申报、乡初审、县审批”程序和“一户一方
案”人性化设计进行，确保服务对象精准、服务项目实效，由第三
方照护服务机构专业人员定期上门为重度残疾人提供助洁、助
行、助医等照护服务，并建设残疾人出门坡道、轮椅通道、扶手等
残疾人设施，满足残疾人洗澡、如厕、出行等生活需求，改善残疾
人家庭生产生活条件，减轻其家人的护理负担。

宁陵县

实施两个项目提升残疾人生活质量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夏金明）“县纪委监委通报
4起公职人员违规饮酒问题，其相关案例就是我们的身边人、
身边事，令人警醒。作为公职人员，我们一定引以为鉴……”
近日，宁陵县纪委监委对查处的4起公职人员违规饮酒及酒后
驾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了通报。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驰而不息纠治“四风”，扎实
推进全县能力作风建设，进一步转作风、提效率、树形象，宁陵县
纪委监委发挥职能作用，通过“三专五盯”，进一步转“酒风”、强
作风、提能力。

召开专题会议。宁陵县纪委监委召开派驻纪检监察组组
长、各乡镇纪委书记座谈会，要求督促所在单位党委（党组）
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对本单位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自觉
做到不违规饮酒，不劝酒逼酒、拼酒酗酒，培养廉洁健康生活
情趣，坚决抵制变味“酒文化”。

实施专项监督。要求各派驻纪检监察组结合所驻单位正在
开展的专项工作以及存在的系统性风险，深入调研排查、确定
监督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监督，堵塞制度漏洞，建立长
效机制，实现系统治、治系统的监督效果。

开展专项整治。端午节将至，深入推进“违规吃喝、违规
收送礼品礼金”专项整治工作，将违规公款吃喝、违规宴请、
组织参加“酒局圈”、违规饮酒、酒后失德失范列入监督举报
重点问题范围，紧盯节日严查“四风”。

注重五个紧盯。县纪委监委监督检查组、督查组紧盯重点
领域、重点环节、重点岗位、重点人群、重要交通要道，持续
加大假期期间监督检查力度；结合疫情防控紧盯各乡镇市场监
管、各乡镇供电所、中小学校、各乡镇卫生院等部门，通过现
场酒精测试、查阅考勤签到册等方式，对各机关单位进行检
查，进一步压紧压实作风纪律主体责任；紧盯节日易发的公款
消费、违规购买名烟名酒名茶等名贵礼品、特产问题，通过查
看销货清单、税务发票开具情况，对名烟名酒名茶专营店进行
检查；紧盯酒驾执法现场，向执勤人员询问路段安排、警力部
署及现场检查情况，要求县交警部门加强分析研判，在重点时
间、重点地段设立检查点，深化对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整治工
作；同时，纪检监察部门与交警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紧
盯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酒驾醉驾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不定期
开展联合执纪执法检查，强力整治。

宁陵县纪委监委

“三专五盯”强作风提能力

杜华与宁陵县乡村振兴局干杜华与宁陵县乡村振兴局干
部在查看新品种梨长势部在查看新品种梨长势。。

本报融媒体记者本报融媒体记者 高会鹏高会鹏 摄摄

▲宁陵县依托22万亩梨园的资源优势，持续在深加工
产业上发力，开发出梨膏、梨糖、梨茶等二三十款产品，
通过线上电商、线下商超两个渠道畅销全国各地，年产值
超2000万元。图①为5月17日，果源贡食品创始人张敏在
展品前直播销售梨膏棒棒糖。图②为果源贡食品工人正在
加工包装梨膏棒棒糖。本报融媒体记者 高会鹏 摄

①①

②②

▶5月17日，
刘楼乡干部在走
访时帮助陈庄村
花农分拣刚采摘
的玫瑰花。近年
来，宁陵县刘楼
乡推进农业结构
性改革，以陈庄
村为示范引领发
展花卉种植加工
产 业 ， 形 成 菊
花、玫瑰花、金
银花等花卉种植
基地，成为当地
农民增收、农业
增 效 的 支 柱 产
业。本报融媒体
记者 高会鹏 摄

减灾防火，重在预防。近期，宁陵县人防办工作人员走进
安全生产主体公园，通过悬挂防灾减灾横幅标语、摆放防范化
解安全风险展板等方式，为群众讲解安全用电、日常防火知
识，发放安全生产知识手册、人民防空知识手册。图为工作人
员在向群众讲解防灾常识。本报融媒体记者 高会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