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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为苹果营销出实招

“互联网+”作支撑
进军海外拓市场

腰坪村周边有煤矿。每年，
陈新民都会和煤矿协调一笔资
金，将这些钱用在村里贫困家庭
和孤寡老人身上。全村人的农
村医疗合作保险和养老保险费

用一直都是村上出钱缴纳，此举
为村民节省了开支，为大家办了
好事，大家都记着陈新民的好。

多年来，在陈新民和村委
会一班人的带领下，腰坪村 22

户贫困户已有 12户脱贫致富，
面对还未脱贫的村民，陈新民
也从未放弃，一直想办法帮
助。逢年过节，他都会探望村
里的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关

心他们的生活，甚至经常慷慨
解囊，帮助他们。

虽然在为村民谋福，带领
村民致富的过程中，陈新民吃
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他却

一点不觉得委屈。他说：“我来
自农村，懂得农民的辛苦，为村
民们做一点实事，让村民的生
活不再清贫，过得更安逸一些，
这就是我的愿望。”

为村奔走 为民解忧
——记黄陵县人大代表陈新民
本报记者 张改玲

近日，记者来到黄陵县店头镇腰坪村，
四周的山林郁郁葱葱，公路两旁种有油葵和
薰衣草，黄色的油葵花和青山绿水相辉映，
景色怡人，美不胜收。

这几年，腰坪村村民的生活发生了大变
化，一些人搬进了安置楼房，一些人买了轿
车，还有一些人靠着旅游，搞起了副业……

“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陈新民功不
可没，没有他的带领帮助，腰坪村不会发展
得这么快这么好。”村民交口称赞的陈新民
是腰坪村党支部书记。1970年出生的陈新
民任职腰坪村党支部书记已有 14年了。
2012年，他当选为黄陵县十五届人大代表，
此后几年，他用行动向村民展示了一名基层
人大代表的实干风采。

十几年来，陈新民最受
村民称赞的就是帮大家解决
实际难题。腰坪村原来吃水
一直是通过水位自压的方式
直接供给村民，但水源地的
水位一直在变化，尤其是到

了旱季，村民吃水无法得到
保障。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陈新
民先后协调资金 80 多万元解
决这一问题。2015年，陈新民
重新找到了合适的水源，在水

源处聚了一个坝，通过自压将
水压到沉淀池，再通过水泵抽
到高位水池，供给村民，不仅解
决了全村人的吃水难问题，还
为周围单位的吃水提供了方
便。

解决了吃水难题后，陈新
民和班子一班人又开始着手改
善村民的居住环境。2013年黄
陵县遭受雨灾后，他在人代会
上提出了加快黄陵县保障房建
设的建议，并多次奔走协调，为

腰坪村争取到了县上的项目。
去年，黄陵县投资建成了腰坪
村移民安置房一期工程，安置
了村里 30户困难群众，村民也
和城里人一样，搬进了敞亮方
便的楼房。

腰坪村下辖 3 个村民小
组，共有村民 1000 多人，多年
来，村民主要种植玉米，但村里
地少人多，土地带给人们的收
入甚是微薄。因为村子紧挨黄
陵国家森林公园，随着前来森
林公园旅游人数的增多，腰坪
村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机
遇。

经过实地调研、向村民征
集意见，陈新民在今年黄陵县
人代会上，提出了关于发展腰
坪村花卉旅游的建议，这一建
议得到了县上的重视。

想法是好的，但发展花卉
旅游需要将土地流转出去，一
些村民不理解，不愿意流转土
地，陈新民便挨家挨户地上门

解释劝说。“这两年玉米市场不
好，价格由以前每斤 1 元左右
降到每斤 6毛钱，一年下来，一
亩地也就卖个 600 多元，刨去
成本，基本没钱可赚。”他耐心
地说，“但是如果将土地流转出
去，每亩地每年有 500 元的流
转费，除此之外，你们还可以受
雇去花卉地里干活挣钱！你们

算算，哪个划得来！”经过劝说，
腰坪村村民都同意将土地流转
出去，发展花卉旅游。目前，腰
坪村一共流转出去土地 1000
多亩，全部种上了薰衣草和油
葵。花开时节，黄色的花海和
紫色的花海引得大批游人、市
民前来观赏游玩。

腰坪村村民黄长宏告诉记

者：“我将自己的 5亩地流转了
出去，不忙时就去薰衣草地里
打工，从春天开始，锄草、施肥、
修剪……薰衣草地里的活一直
不断，每天 100元工资，到现在
为止我已经挣了 1 万多元，加
上土地的流转费用，今年地里
的其他收入，比以前种玉米强
多了。”

发展花卉旅游 帮村民增收

今年 57 岁的师燕是黄陵
县文明办退休干部，是当地家
喻户晓的拥军模范。

“我爱军营，更爱那些为人
民服务的战士，我只是用自己
微薄的力量为战士们做点事
情，事情虽小，但心里踏实，感
觉快乐。”二十七年以来，她拥
军不辍，用自己的爱心留下了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师燕的丈夫曾是军人，她
家与黄陵武警中队仅有一墙之
隔，武警战士的一言一行常常
感染着她，她的拥军情怀渐渐
演化为发自心底里的拥军行
动。

每逢佳节倍思亲。师燕
深知春节、端阳、中秋等传统
节日最能勾起战士们浓浓的
思乡之情。每当节日来临之
时她都要给战士们带一些慰
问品或帮中队做些有特色的
地方饭菜，给他们包饺子、包

包子、包粽子、做烙饼、做菜
盒、送月饼。时间久了，中队
领导称她为“拥军大嫂”，新战
士亲切地称她“爱心阿姨”。

战士的衣服破了，师燕就
主动帮他们缝补。为此，师燕
还搬出了她十多年不用的缝纫
机，专门为战士缝补衣服。师
燕家有一间房子，那里摆满了
战士破损的军服。她不仅帮战
士缝缝补补，还利用空闲时间
为他们办卡、领工资、交话费、
转账等。只要能办到，她总是
有求必应。

2014 年，中队的一名战士
因病住院做手术，师燕从始至
终跑前跑后帮着照顾直到康
复。有人调侃说，这些战士都
成了你的干儿子了。师燕笑
了，“军民本是一家人嘛”。

师燕常说，这些年轻的战
士们来自五湖四海，有的战士
甚至比自己的孩子年龄都小，

在家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到
部队了常常想家哭鼻子，有的
饮食不习惯、水土不服，咱就要
把他们当自家的孩子一样看
待，帮助他们尽快长大，早点成
熟。

为了凝聚社会力量，扩大
拥军队伍，2009年 5月，师燕组
建了“红嫂拥军志愿者服务
队”。在她的感召动员组织下，
使许多姐妹加入到这个拥军队
伍里。2013年 4月她又注册成
立了“红嫂拥军志愿者协会”，
会员由原来的 10多人，发展到
50多人。师燕还利用自家的房
子作为协会的活动场所，举办
拥军专栏，自制拥军相册、展
板，开办“军人服务社”，为夜班
下哨战士们提供便餐服务。为
了推动拥军工作，她还自学电
脑打字、编辑文章，建立工作平
台等。

一名对战士有着浓烈情

怀的拥军大嫂，没有惊天动地
的壮举，没有铭记典籍的豪言
壮语，但她用自己的缝缝补
补、帮厨洗刷，真情呵护了二
十七年，她的事迹被越来越多
的人们关注和颂扬。也有不
理解的人给她吹风：“你都 50
多岁的人了，自己的日子也不
富裕，房子免费让军属住着，
水免费让人用着，你是真傻还
是想当活雷锋？”师燕总是笑
着回答：“我和军人的缘分未
尽！”

师燕的爱心像涓涓细流，
一直温暖着战士们的心。许多
战士复员回家了，还常常在中
队老兵网站上问候师大姐、师
阿姨，一块回忆军营里的难忘
岁月，承诺一定要像师燕一样，
发扬部队优良传统，做一个有
益社会的人，做一个传递爱心
的使者。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二十七年来，官兵们换了一茬
又一茬，但师燕对军人的特殊
感情一直没有变。在和武警
中队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她送
走了老战士，迎来了新战友，
看着战士在军营里成长、立
功、报效国家，她常常被战士
的英勇事迹所感动，她最开心
的是和战士们分享他们的成
长快乐，分享他们的崇高精
神。在每年老兵退伍的日子
师燕都要亲手准备一些礼品
送给战士们，叮嘱他们不要忘
记部队的光荣传统，不要忘记
自己曾是一名光荣的武警战
士，在家乡要继续做一名不穿
军装的战士。

就这样，二十七年来，师燕
用宽阔的胸怀、朴实的语言、平
凡的举止传递着伟大无私没有
血缘的母爱，用真情和爱心为
战士们打造了一个温馨和谐的
家园。

师燕：
战士们的“爱心阿姨”
本报记者 李江峰 通讯员 姜睿娜

积累经验积累经验 展示成就展示成就
我市蝉联全国双我市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拥模范城“八连冠”

本报讯（党雄 记者 杜音樵）记者从近日召开的
洛川县苹果营销形势分析会议上了解到，今年洛川县
为了完成销售任务、实现产值 40亿元的目标，大力推
广“互联网+”新型营销模式，采取项目支持、以奖代
补、贷款贴息等扶持手段，支持本地企业积极参与到苹
果营销中来。

该县按照“优果优价”的思路，借助“一带一路”
大力支持洛川苹果走出国门。美域高果业、延刚果
业等一些民营企业的销售先后进入了马来西亚、香
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在阿联酋迪拜设立洛川苹果
销售点，使洛川苹果真正走向高端市场；借助“延安
洛川苹果重走丝绸之路”，进军哈萨克斯坦市场。同
时，该县组建了延安洛川苹果营销企业联盟，建立企
业联合合作机制，使洛川苹果的市场价格定位上占
据优势地位。

与此同时，洛川县积极在省、市两个平台举办以洛
川苹果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组织网络媒体开展“金秋
时节果乡行”活动，并借助将在今年10月11日举办的
第一届世界苹果大会暨第九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
苹果博览会，对洛川苹果进行全方位宣传。

为进一步强化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切实提高残
疾人专职委员的综合素质，9月19日开始，市残联对全
市 270名乡镇（街道）、社区残疾人专职委员分三批在
人社部门专业培训机构进行系统培训，内容涉及业务
知识、计算机知识和电子商务。甘泉、洛川、黄陵、宜
川、黄龙的残疾人专职委员参加首批培训。图为培训
教师正在为专职委员进行指导。 南峰 摄

学技能

吴敏是黄陵矿业一号矿的一名电工学徒，今年26
岁。他平时戴着副眼镜，一副书生样子。可近段时间
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

“小吴现在是牛人，风门、风机、水泵修理是样样精
通。”笔者采访时，一旁接话的工友说道：“谁让人家‘后
台’硬呢？”

原来前段时间，小吴所在的通风队井槽风机出现
了故障，由于事出紧急，便让距离事发点最近的小吴进
行处理。本想着小吴还是一个学徒，怕是完不成任务，
队上也积极准备第二套方案。没想到，小吴却独自处
理了该事故，引得工友们纷纷点赞。

“继电器里表面上看都好好的，里面却有一点线圈
烧坏了，就是这点小毛病导致设备出现故障，还真是难
找，不过依然没有逃过我的法眼……”小吴向工友讲述
着经过，言语中掩饰不住自豪，“其实还是我那两位师
傅教得好。”

小吴口中的两位师傅是一号煤矿通风队机电副队
长王胜利和有着“刘医生”称号的刘风林，老王和老刘
都是在岗位上奉献了30多年的老师傅，专业技术十分
过硬，王胜利早在2009年便考取了井下电气设备维修
技师证，老刘更是在水泵、风门维修方面造诣颇深。

2014年，通风队扩大电工队伍，希望有基础的年
轻人在技术上有突破和成就，刚分到通风队的大学生
小吴自愿请求要当一名电工，机电副队长老王很是欣
喜，他跟刘风林提出要带小吴。于是在学习室、井下现
场时时都能看见这三个人的身影，不是在探讨问题，就
是两位师傅手把手地教小吴各式操作要领，小吴感受
着师傅们的苦心自然也用心了很多，加之理论知识掌
握的较好和自身对此方面的高悟性和打从心底的喜
欢，很快，小吴便出师了，连他自己也讶异面对故障时
的那份淡定与自信。

“他们在工作中的那份细心和一丝不苟的精神让
我受益匪浅，能力、技术可以慢慢提升，细心、认真才是
最为珍贵的。”小吴说他跟师傅学习过程中感悟最深的
还是态度问题。

每次老王听到别人夸赞小吴，总会语重心长地念
叨一番：“现在还马虎不得，这些年轻人要学得还很多、
以老带新自然是要将技术倾囊相授，对技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能为企业多做点也是咱的荣幸啊。”

小吴和他的“硬后台”
通讯员 张英 陈宁

人大代表风采人大代表风采

● 吴敏正在检修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