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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以来，榆社县聚焦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主题，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

主线，发挥“头雁领航、强雁竞逐、雏雁振翼”

的“雁阵集群”效应，为乡村发展注活力、添

动力。

头雁领航，乡村振兴有了盼头。

在榆社县社城镇社城村，五彩斑斓的花

卉绽放出绚丽的“容颜”，成为乡村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我们村的花卉产业不仅让村子

变得更美了，还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

益。从2019年以来，我们通过‘村委会＋党

员种植户＋致富带头人’这样的模式联合打

造了‘社城花卉’品牌，每年销售各类花卉

200 多万盆，带动务工 200 多人，实现增收

400多万元，利润100多万元。”该村党支部

书记石跃军自豪地说。

石跃军带领村民积极投身花卉种植产

业，引进蝴蝶兰、一品红、绣球、百合等多个

品种，全力打造现代化花卉种植基地。目

前，“社城花卉”已成为我市集育苗、生产、销

售为一体的最大花卉生产基地。同时，他积

极开拓市场，与周边城市的大型花卉市场建

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花卉产品畅销至北

京、上海等地。目前，花卉产业已成为支撑

该村发展的重要支柱。

头雁强则发展盛。为了让“头雁”们飞

得更高更远，榆社县每年举办全县农村（社

区）“领头雁”培训班，不断提高村（社区）“两

委”主干的理论水平、服务能力和履职本领，

帮助村党支部书记进一步开阔思维、拓宽视

野、增长才干。

强雁竞逐，乡村发展有了活力。

榆社县河峪乡偏良村党支部书记刘建

光把发展民宿经济作为突破口，积极探索村

企共建新模式，打造9座高标准古建民宿小

院，建起了生态采摘园，利用闲置草地建设

偏良码头，发挥资源串联效应，巧妙地将农

业、文化与旅游融合在一起，走出了一条独

特的发展之路。

像刘建光这样的“强雁”在榆社还有

很多，云簇镇东庄村党支部书记游德华、

郝北镇韩村党支部书记常海龙等优秀的

村党支部书记，都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探

索适合本村发展的产业模式，带领村民们

在致富的道路上大步前行。目前，榆社县

已有超过 84％的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了

20万元。

雏雁振翼，乡村未来有了希望。

“我们村现在发展得一般，我们要向

先进村看齐，尽快改变村子落后的面貌。”

新任村党支部书记常旭东说。西马乡田

家沟村被确定为软弱涣散村，支部班子缺

失、战斗力不强。“为民服务意识差”是常

旭东首要解决的问题，整顿工作开展以

来，他组织实施了人居环境整治、惠民服

务基础设施、集体经济壮大三大提升行

动，党支部凝聚力得到了显著增强，村庄

面貌焕然一新。

乡村振兴，人才为要。榆社县把培养储

备村级后备力量作为基层组织建设的有力

抓手，将本村致富带头人、外出务工经商返

乡人员、退役军人和本乡本土大学毕业生等

9类人员及时纳入村级后备储备池，不断为

村干部队伍注入新鲜血液。

雁高飞不足喜，群雁齐翔方为盛。榆社

县将锚定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需求，创优乡

村人才大生态，全力培育“雁阵集群”，持续

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向心力、战斗力。

榆社县：“群雁”翱翔 乡村振兴有力量
记者 路丽华

本报讯 （记者

路丽华 通讯员 王

邦慧） 冬季是梨树

的 休 眠 期 ，也 是 梨

园 管 理 的 关 键 时

期。为扎实做好梨

树冬季养护管理工

作 ，提 高 梨 树 管 理

技 术 水 平 ，祁 县 现

代农业产业发展中

心农技人员深入田

间 地 头 ，开 展 技 术

指 导 和 专 业 服 务 ，

为梨树冬季养护保

驾护航。

日前，在祁县古

县镇梨苑新村梨园

里，记者看到，祁县

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中心农技人员正在

向梨农们认真讲解

梨 树 的 冬 季“ 修 剪

经”，确保果树能够

平安过冬，为来年梨

树丰收打下基础。祁县现代

农业产业发展中心农艺师马

江天说：“现在正是果树冬季

修剪的集中时期，修剪果树的

主要目的是解决通风透光的

问题，只有解决了光照才能提

高产量、提高果品品质；二是

通过果树修剪调节树势。通

过冬季果树修剪，将果树树势

调节到中庸状态，从而达到稳

产丰产的效果；三是更新复

壮。果树是多年生的作物，

更新复壮就是要把结果枝、

营养枝调节到中庸状态，从

而提高果树的结果年限和果

树的产量、质量。”

梨农们按照农技人员讲

解的修剪方法和技巧，为果树

“简体修容”，树枝修剪得疏密

适宜、错落有致，一棵棵梨树

换了新颜。

梨农纷纷表示，为了明年

的增产丰收，提前做好准备，

修剪完梨树就开始清理梨园

里的树枝，给梨树浇水，为明

年结好果实打好基础。

在现场，农技人员认真查

看梨树生长情况，指导果农们

科学做好梨树病虫害防治、施

肥管理、修剪枝条等冬季养

护，并对果农提出的各种问题

进行悉心解答，切实抓好精细

化田间管理。

马江天表示，冬季梨树管

理一定要注意极端天气，密切

关注气象预报，做好果树防寒

防冻工作。下雪以后，要及时

把树枝上的雪抖掉，尤其是果

树主枝和根茎部分的雪要及

时清理。把果树修剪和防冻

工作做好，春来把果树清园工

作搞好，就为一年果树丰产丰

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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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

凯鹏）“有肉有菜，有汤

有面，好吃得很，谢谢。”1

月 7 日中午，在榆次区新

付村永康桃花面馆，受邀

品尝爱心午餐的环卫工人

高兴地说。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

是年。当天，晋中市义工

协会的爱心志愿者许云

峰邀请 16 名环卫工免费

吃午餐，共度节日。

“欢迎！快进来吃口

热饭暖暖身子。”当天 11

点多，在永康桃花面馆记

者看到，市义工协会的爱

心志愿者们热情地招呼环

卫工人到预留的餐桌边就

座，并忙碌地端菜、送饭、

送汤。“尽管吃，饭不够再

打。”永康桃花面馆老板许

云峰说，环卫工人是城市

的美容师。现在正值寒

冬，他们起早贪黑，顶风

冒雪，用勤劳的双手为大

家创造出干净整洁的生

活环境，非常辛苦。我请

环卫工人吃顿饭、喝碗腊

八粥，就是表达对他们辛

勤工作的感谢。”

本报讯 （记者 张颖） 1月7日凌晨，太谷

区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早早便开始为当天的“浓

情腊八 爱暖中华”爱心送粥活动准备着。每年的

腊八节，该协会都会举办“腊八节爱心送粥”活动。

而这碗粥，已经送了9年。今年，该协会联合10个

工会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为城市的户外劳动者送

上一份冬日的甜蜜与关怀。

凌晨 3 点，志愿者们陆续集合，开始清洗、熬

煮、分装……几个小时的忙碌，一锅锅热乎香甜的

粥出锅了。早上7点，十几辆车载着粥和太谷饼奔

赴各地，为环卫工人、消防员、交警等一线户外劳动

者送上腊八粥，让他们能吃口热乎的节日早餐。

在街头，环卫工人李大爷接过腊八粥，高兴地

说：“每年腊八都能喝到志愿者送的粥。”刚刚完成

训练的消防员和坚守岗位的公安干警也喝上了热

乎的粥，“这是我们收到的最好的节日礼物。”

当天，志愿者们共送出近900份爱心腊八粥和

太谷饼。该协会会长车炳君说：“腊八送爱心粥活

动能坚持9年，离不开各部门的支持和广大志愿者

的辛勤付出。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人

关注到户外劳动者的辛勤奉献，在全社会营造关爱

他人、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

冬日送爱
情暖腊八

本报讯 （记者 史俊杰） 1 月 7 日是中国传

统节日“腊八节”，由我市外事办和太谷区外事办

共同组织的“留学中国 走进太谷”留学生民俗体

验活动在太谷区任村乡举行。这一

天，在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医科大

学、山西农业大学留学的来自 17 个

国家的 40 余名留学生在任村乡田园

东谷康养小镇“腊八节”民俗文化活

动现场，沉浸式体验熬制腊八粥等

传统民俗，近距离感受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活动中，留学生们不仅感受了晋

派砖雕、范制葫芦、通欣堂黄酒、九蒸

九晒芝麻丸、太谷饼等独特非遗技艺，

还体验学习了太谷秧歌、晋剧四大件演

奏，参观了太谷非遗产品手工制作等。

大家纷纷表示，通过民俗体验活动，他们看到了中国

乡村建设的巨大成就，真实体会到了中国人民的热

情友好，也进一步读懂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

留学生学习晋剧 通讯员 孙泰雁 摄

这碗热乎的粥已温暖了9年

留学生在太谷过“腊八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