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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排头兵    农村改革先行者

白河强化小康布点村辐射带动作用

1996 年，白河县抽调 110 名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小康布点村，

按照“五个好”的标准帮扶推动了这些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全县 55

个小康布点村人均纯收入 1036 元，比上年净增 187 元，较全县农业

人均多 77 元，成为带动县域农村经济加快发展的开路先锋。

生产经营的基础条件得到改善。去年随着 9 个村架通高压线，

全县小康布点村全部实现通电。新修的两条公路贯通，使通路村达

48 个。布点村全年完成水平梯地 1527 亩，新修水田 67 亩，新建扩

建堰渠 4 条，新建完善人畜饮水工程 45 处，有 6 个村通了电话。

布点村《陕报》进村，《安报》到组，相当一部分村民订有农

村科技杂志报刊。全年有 1.4 万多人次参加了各类实用技术培训班，

树立科技示范户 1700 多户，20 人领到了农民技术员证书，平均每户

都有 1 人以上能较规范掌握一门技术。

广大农民群众运用科技能力增强，促进推广玉米杂交良种

29791 公斤，推广玉米三项技术 12390 亩，数量质量均高于全县平均

水平。

在学怀化促进山地开发中，各驻村工作组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土

地承包“657”政策，村组干部、党员带头参与，使改革在布点村领

先一步广泛展开，55 个村共流转土地 1750 亩地，其中拍卖“四荒

地”208 亩，回收资金 8000 多元，新办和改造股份合作制企业 2 个，

推动了全县向荒山进军高潮的兴起。同时，各布点村加大力度强化

主导产业建设。兴隆村的蚕桑、黄姜，先锋村的板栗，洞子村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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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企业，公路村的豆制品加工，快速养猪，安福村的矿业开采，蔬

菜村的大棚蔬菜等，都显示出规模优质发展的良好趋势，近 40 个村

主导产业收入占总收入的 30%。

（原载 1997 年 3 月 7 日《安康日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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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开发力度    加强技术服务

白河县“九五”头年造林 6 万亩

1996 年，白河县结合县情，加快农民增收的步伐，完成造林 6

万亩，其中松杉槐 2.3 万亩，肚倍、杜仲 2.1 万亩，是地区任务的 2.9

倍，实现林特产值 2782.4 万元，使“九五”林特建设有了良好的开端。

白河县以狠抓长防，突出蚕桑，推动灭荒为主线，坚持科技兴林，

主攻规模治理。年初即组织干部下到乡镇，深入农户地块，发动群众，

层层分解落实任务。同时，抽调 40 余名技术人员深入基层兴办各类

技术培训 98 期，培训人员 1.58 万人次。创办育苗示范点 8 处，育优

质苗 93 亩；办建园示范点 3 处，面积 2700 亩；县森防站建立病虫

防治示范点 280 亩，积极发挥规范技术的辐射作用。

实行统一组织人员，统一调配苗木、统一栽植标准，统一检查

验收的办法保证造林质量。在长防工程上去主攻 6 个重点灭荒乡，

73 个作业小班。采取造林低改相结合，完成工程造林 5 千亩，低效

林改造 1 万亩。

针对蚕桑生产受市场波动影响的实际，强化技术指导服务，促

进提质增产提高蚕农积极性。春季在正常的培训基础上，集中 27 天

时间，在全县组织开展蚕桑科普巡回宣传活动百余场次，组织技术

人员指导蚕农对桑园进行全面修枝整形，大力推广省力化养蚕，现

场服务，规范技术。去年全县育桑苗 712 亩，栽桑 1271 万株。促进

全年发种 1.4 万余张，产茧 28.6 万公斤，产值 287.7 万元，使蚕桑生

产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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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学习“怀化”经验，白河县为加大山地开发力度，实行拍

卖荒山，股份联营等改革措施，调动全社会各行业投资投劳发展林

特商品基地，大办绿色企业，新发展杜仲 17273 亩，板栗 13936 亩，

呈现出快速上规模的趋势。

（原载 1997 年 3 月 12 日《安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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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在人间
——白河县“希望工程”巡礼

作为全省“希望工程”重点实施县之一的白河县，从 1992 年 5

月开始，经过几载春秋的奋斗，累计收到各种捐款 100 多万元，共

修建学校 6 所，救助失学儿童 1000 多名，经过救助，完成小学毕业

的达 450 名。

奉献一支爱之歌

1992 年 9 月，省煤矿设计院 50 多岁的女工程师王纯女士，经

省“希望办”牵头，自愿资助白河县朱良乡高桥村中心小学四年级

学生丁金燕到小学毕业。1993 年中秋节，王纯夫妇，不远千里从省

城西安来到丁金燕家，见到丁家贫寒的家境和丁金燕优异的学习成

绩，于是决计把丁金燕接到西安读书，第二天，丁金燕跟王纯夫妇

就要离开家乡，王纯夫妇又给丁家 300 元现金，帮助发展生产。由

于丁金燕没有西安市的户口而无法入学，王纯花了 2000 多元才把丁

金燕安排到西安 45 中附小读书。在西安期间，王纯夫妇两人对小金

燕悉心关照，小金燕的学习成绩上 升很快，在 1994 年的小学升初中

考试中，丁金燕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市重点中学。然而，校方需要

丁金燕交 10000 元现金方能取得学籍，无奈，王纯只好把丁金燕送

回白河老家，进入白河三中就读，临分手时，王纯对丁家二老说，

希望小金燕认真刻苦地读书，考上大学到西安后，我依然要救助你。

王纯回到省城后，按时把钱寄给了丁金燕，同时，多方托人做工作，

她的真情终于感动了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同意免费把丁金燕的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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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入西安就读。

温暖在人间

城关一居委的学生刘军 1994 年以令人艳羡的成绩考入汉中商

校。可是，刘军家中极贫，父母身残且体弱多病，一家人每月只靠

38.4 元的民政救济费苦苦度日，怎能供得起刘军在校读书呢？才入

学时，家里左借右助，凑合齐了 500 元钱，学校又减免了 4500 元，

仍有 2500 元需要上缴，这时，团县委和城关镇向全社会发出了倡议，

请大家伸出温暖之手，短时间，共收到全县广大干部职工捐款 5300

多元，不仅帮刘军缴够了学校的欠款，还足以保证资助到刘军中专

毕业。县交警大队为刘军家中修起了新房，添置了应有的家具。有

人说，这真是温暖在人间呀！

共托希望的彩虹

在构筑宏大的“希望工程”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很多单位和个人投身其中，一起编织绚丽的希望花环。1995 年 7 月，

省亚特房地产公司陈美英女士一次给白河捐献图书达 20.45 万册。

1996 年 4 月，省、地税局共捐资 10 万元改建了凉水中心小学。1997

年 4 月，县建行给构扒中心小学捐资 1 万元，9 月，省电子工业厅团

委给城关镇安槐村捐赠了一台 25 英寸的“如意”牌彩电，其它折价

共达 1.1 多万元；10 月 18 日，江苏省溧阳市委、市政府给白河捐资

20 万元，溧阳团市委捐资 10 万元用于救助 250 名失学儿童。去年

10 月 31 日，白河县委县政府再次发出倡议，号召全体干部、职工和

群众进行义务捐资，31 日当天捐资达 3 万多元，全县累计捐资 30 多

万元。

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教育兴国大计必成。

（原载 1998 年 2 月 5 日《安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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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声笑语飘松坪
——记下村扶贫干部纪勇帮建板栗村的事

1997 年春节刚过，身为地区国有林场管理局多经科副科长，兼

地区国有林场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的纪勇，满怀建设山村的志向，

到白河县构扒镇松坪村去定点扶贫。

春去冬来，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纪通的心同松坪村的命运和

松坪村的人紧紧联系在一起。

纪勇毕业于西北林学院林学系经济林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

镇坪县国有林场管理局工作。在那里，他率先倡导和嫁接良种板栗

20 多万株。现在，这些良种板栗已经发展到近百万株，约一万亩左右，

成为镇坪县的一大优势产业。

纪勇进驻松坪后，走遍了那里的家家户户，访完了那里的村组

干部，跑完了那里的沟沟岭岭，发现那里除了两千多亩的野生板栗

荒灌以外，再无其它能够确立为该村的主导产业和改变该村“山荒着，

人闲着，受穷着”面貌的好项目。

经他联系，请人进一步考察松坪的土地资源，正好属于微酸土质，

适宜规模发展良种板栗。

于是，他着力开展松坪干部群众的思想发动工作。他和干部群

众一起算了一笔账：一亩野生板栗资源嫁接良种接穗 80 株，每株五

年后盛产年产可达 10 多公斤果，以现在的市场价格每公斤 10 元计算，

一株年收入 100 多元，一亩年收入 800 多元，若两千亩野生板栗资

源接穗完，五年后年收入就在 160 万元以上。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一笔账算醒了松坪的干部群众，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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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干部群众开发板栗资源的积极性，激发起干部群众嫁接良种接

穗的热情。

接着，他帮助村上制订了“一年发展 300 亩，三年发展 1000 亩，

五年发展完两千亩”的板栗资源改造规划。

随后，他回到安康，自己出资购买一些良种板栗接穗的实用技

术书，回到松坪村送给各家各户，又一节一节讲给农民听，并首先

帮 10 多户贫困户示范做起。

他的想法和做法，引起地区国有林场管理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和

支持，局长批资 5000 元钱，购买良种板栗接穗两万株，自己送到松

坪村还帮助松坪村办了三期实用技术培训班，参加受训人员达 190

多人次。

松坪村一下热火起来了，家家户户、院落、地头笑出了声，话

题都是兴板栗，老汉、老妪脸上也都挂起了笑容。

松坪人的笑声，局里的大力支持，使纪勇的心里像灌了蜜，周

身也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在接穗正紧的那段日子里，他一天忙得更

像个土人，吃饭、睡觉都没个规律时间。

他自己患有肝炎病，女儿也患了急性肾炎，妻子几次打电话让

他回安康，说调理调理他自己，也给女儿看看病，他都笑着回话：“等

忙完了这阵子再说。”

“心想事成”。当年，松坪村就很快完成了预计接穗 300 亩的

改造任务。计划实现了，可纪勇还不满足，他还立足当年增产增收

和改变粮食生产耕作条件，以及发展多种经营，协助村上发动群众，

利用农闲“长治”修地 100 亩，“小秋收”龙须草 5 千斤，多种经

营兴桑 3 万株，发展魔芋 200 亩。

他自己还包扶了贫困户，仅为贫困户购买种猪、化肥、籽种和

治病，一年就个人花费 500 多元，为贫困户的失学儿童重返校园个

人出资近 400 元。

（原载 1998 年 3 月 6 日《安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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