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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科：

红薯卖出猪肉价
本报记者 董新银

前不久，一则《火焰山红薯
网上卖出猪肉价》的新闻吸引
了众多人关注。一时间大家都
在好奇，到底是哪里的红薯居
然能卖出猪肉的价钱，这红薯
究竟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
畅销全国？9月 8日，记者走进
延长县火焰山红薯辣椒农民专
业合作社，探访主人公李世科
的创业故事。

回乡创业
带领乡亲发展红薯产业

今年 51 岁的李世科，曾是
延安卷烟厂的一名职工。2010
年退休后，李世科回到老家延长
县罗子山镇火焰山村，当他看到
村里许多村民家里种的辣椒和
红薯一直销不出去，心里特别着

急。有一天，他从电视上看到一
则国家提倡以“合作社+农户”的
方式带动农业产业发展的消息
后，他便萌发了在火焰山村办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想法。

有了这个想法，李世科通过
走访调查，很快注册成立延长县
火焰山红薯辣椒农民专业合作
社。随后，他走村串户，积极动
员村民们一起加入到合作社。
同时，为了打开销路，扩大红薯
的知名度，他还在村上开办了红
薯辣椒民俗文化节，不少客商当
场签下订单。“去年冬天就接到
不少电话下订单，订单多的时
候，一天最多发过八百多件，客
户有上海的，北京的，深圳
的。”李世科对记者说。

看到产品有了销路，加入

合作社的社员也在不断增多，
而且有不少都是村里的贫困
户，李世英就是其中一个，李世
英告诉记者：“没有成立合作社
以前，家里一年收入大概也就
是一万元左右。合作社成立以
后，产多少就能销多少，年收入
能达到四五万元。”

利用网络
把红薯销往大城市

为了打开合作社的红薯等
农特产的销路，李世科充分利
用网站、微信公众号，对已经注
册“火李湾”商标的红薯、辣椒
为主的农特产进行推介和宣
传，详细介绍农产品的产地、生
产种植过程、食用方法、食用功
效等。李世科的合作社先后在

延长、延安、西安开起了农特产
销售实体店和销售窗口。2014
年 10月，他又利用西安物流的
优势，在西安开了家“火李湾”
延长农特产销售网店，除延安
外，全国各地统一价格，5斤的
小包装礼盒售价 70 元。全国
各地订购配货后搭乘快递，24
小时送达目的地。到目前为
止，除河南外，网店在全国各地
均有延长罗子山“火李湾”红薯
销售。

2015 年秋季，农民种植的
红薯以每斤 5 元到 8 元的价钱
在市场出售，网上售价更是高
达 14 元 1 斤，故有关媒体也曾
以《火焰山红薯网上卖出猪肉
价》为标题，对火焰山红薯进行
报道。“火焰山红薯在北京、上

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卖得都特
别不错，大多数都是回头客。”
李世科对记者说。

客户源稳定了，销路也有
了，但是产品也开始面临供不
应求的问题。为了提高红薯的
质量和产量，李世科多次参加
杨凌农科会，积极向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的教授请教，还多次
前往山东、江苏、河南等农业发
达地区学习取经。

2015 年，延长县罗子山镇
种植红薯 5000 亩，辣椒 1000
亩，其他小杂粮3000多亩，实现
产值116万元，合作社社员人均
收入都在 1万元以上。看到村
里乡亲们都过上了好日子，李
世科也十分高兴，让他对未来
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红岗这娃人好，实心实意
为村子谋发展，他来以后，我们
的村子变化可大了。”提起郭红
岗，洛川县菩堤乡李家村村民交
口称赞。郭红岗是农业信息中
心的一名普通干部，今年 3 月
份，被选派为菩堤乡李家村驻村
第一书记。

“没有农村工作经验并不
怕，人常说勤能补拙，只要做到
眼勤、嘴勤、腿勤，就能做好工
作。”入村报到时，乡领导的话让
郭红岗信心满满。然而，李家村
群众的冷漠却给他浇了一盆凉
水，大家都认为，县上派来的包
扶干部，肯定还是和以前一样，
做个样子就走了。

这盆凉水不但没有浇灭他
的激情，反而让这个不服输的小
伙子暗下决心，一定要用实际行
动改变群众的看法。

他首先拜访了村支书、主任、

老党员，一边了解村里的基本情
况，一边向他们请教农村工作的
方法、经验。为了摸清摸实村情，
他深入全村富裕户、贫困户、党员
家庭等具有代表性的家庭，了解
他们致贫、致困的原因，统计群众
对农业政策的知晓度和大家关心
的热难点问题。随后他根据调研
情况，制订出了“借鉴富裕户经验
带动贫困户致富”村民互帮互助
脱贫方案，这让李家村群众开始
对他另眼相看。

“要让村民认同你，就首先
要把他们当亲人，帮他们解决问
题。”郭红岗常常这样提醒自
己。他坚持每天驻村，住在办公
室，为每一家留了“第一书记联
系卡”，确保村民随时都能联系
上他。开车进村他都要放慢车
速，避免车扬起灰尘或者泥水溅
到路边村民；和村民谈事情，不
管在路边、地头，哪里方便哪里

聊。他还经常慷慨解囊，在开会
或者活动时自掏腰包给大家买
西瓜、矿泉水，为了给支部节省
开支，所有打印材料的费用都是
他自己解决……慢慢的，大家都
把这个年轻的书记当成自己人，
每天饭点都有村民热情地招呼
他“回家吃饭”，只要他在办公
室，就会有村民前来聊天，不管
谁家遇到大事小事都会找他聊
聊天，让他出主意，郭红岗很快
便打开了工作局面。

俗话说农民要致富，全靠党
支部。只有把班子建设好，才能
实现党对农村工作的有效领导，
才能保证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
策的贯彻落实。郭红岗开始逐
个找党员前来谈心、做思想工
作，同时召开全体党员会，制定
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升方
案》，明确了党员的管理办法，制
定了多种“个性化”党员学习方

案，并与大家协商将党员小组会
议时间改到了农闲时召开。从
那以后，每次开党会，会议室总
是坐满了人。

为了把“两学一做”教育实
践活动开展得更加务实接地气，
他将党员活动的阵地搬出了会
议室，组织党员在该村定期开展
环境卫生大清扫、走访贫困户，
帮助孤寡老人清扫院落、拉水、
浇地……

村里贫困户李荣哲虽然只
有三亩果园，但是他既要干农
活，还要照顾无劳动能力的媳妇
和三岁的小孩，每到梳果季节，
大家都在果园里忙活，而李荣哲
自己忙不过来又雇不起人，急得
团团转。郭红岗得知这一情况
后，立刻组织村里的年轻党员义
务帮李荣哲梳果，李荣哲拉着他
的手激动地说：“这么多年，从来
没有人这么帮过我，我真是打心

眼里感谢你们！”
“红岗虽然工作经验少，但

是他主动请教，总能创新性地开
展工作，有时我们想不到的，他
也能想到、做到。”李家村原包村
领导吕会军提起郭红岗话语里
满是赞赏。他告诉记者，郭红岗
不仅是基层党建工作做得好，还
而且积极配合村干部开展各项
日常工作：组织村民进行森林扑
火、水毁道路抢险，为村民维修
水井，解决群众吃水困难。先后
三次从县果业局邀请了果树专
家，对村民进行技术培训，并利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指导村里年
轻果农通过电商平台销售苹果，
帮助李家村群众增收。

回顾起近半年的驻村工作，
郭红岗深有感触地说：“群众都是
朴实的，谁把他们当亲人，他们就
能信任谁。有了他们的支持和认
可，我还要为他们干更多的事。”

郭红岗：

“谁把群众当亲人，群众自然信任谁”
通讯员 杨桦

9月13日，甘泉县武装部在广场举办了以“国防连
着你我他、安宁维系千万家”为主题的全民国防教育日
宣传活动，引来不少过往群众和中小学生驻足观看。

活动当天通过设置国防、民防教育展板，发放国防
教育宣传材料，播放国防教育影片，进行国防知识咨询
等方式，向参加活动的中小学生和过往群众宣传《国防
法》《兵役法》《军事设施保护法》等国防政策知识和优
抚安置政策。

据悉，每年 9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
育日，旨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普及国防教育，使全民
增强国防观念。

通讯员 张波 摄

国防知识我知晓

本报讯（通讯员 贺贵荣 史建玲）“好风凭
借力，送我上青云”。今年，吴起县为创业群体送
出了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支持发展品牌战略、支持
企业科技创新、落实税费减免政策、加强金融支
持、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等一系列政策大礼包，为创
业群体在政策上提供保障。

吴起县“创”时代的来临，让有梦想的“双创”
群体敢于创业，敢于创新。大众创业时代的“媒体
人”郝海宏，利用电商发展市场的乔琴、张新，大学
生蔺福的樱桃种植园，大学生吕奋妮的瑜伽馆，陕
西绿生活粮油有限责任公司、吴起栋圣木艺工贸
有限责任公司等中小企业和电商企业行业涌现出
了一批新时代的弄潮儿，为吴起县创业创新增添
了活力。

成果是喜人的，但创业初期布满荆棘。充足
的资金、市场考察、技术空缺、政策支持等问题都
成为创业者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支持
双创，吴起县今年分为三步走，通过召开会议并出
台政策、强化宣传、搭建创业平台和孵化基地等措
施，让“双创”群体能依据政策准确地找到解决问
题的部门，从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给创业者最
大力度的支持。

据中小企业促进局局长臧红艳介绍，近两年
来，吴起县提高了对中小企业创群的支持力度，县
财政专门列支500万元作为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
金，启动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12项共计76
万元，为吴起县创业群体提供了资金保证。同时，
工商、税务、食品药品监督、技术监督、物价、卫生、
公安、环保、就业中心、团委、各乡镇等几十个部门
单位联合支持创群，吴起县还充分利用县职业教
育中心、人人技能办建设创业创新培训基地，针对
高中毕业生、城镇失业人员、进城农民工和返乡农
民等创业群体，合理设置培训项目和课程，分类组
织实施各类具有特色的培训项目，满足创群多样
化的需求。

截至目前，吴起县各类非公有制经济实体发
展到 5127家，其中，私营企业 788家，个体工商户
4199户，农民专业合作社140家。

本报讯（通讯员 孔娟 辛文静） 9月2日，对于富
县北道德乡樱桃塬村贫困户冯忠合来说，这是他一生
中最高兴的一天，因为他家的新房子终于建成了。他
激动地说：“要不是党和政府，我一辈子都修不起房子，
这项惠民工程真是温暖了咱老百姓的心窝。”

冯忠合妻子早年去世，和女儿相依为命。女儿在
县城上学，家里只有他一个劳动力，经济较为困难。父
女俩一直居住冯忠合父母留下的土坯房里，每逢风霜
雨雪天气，他总担心房子会倒塌。

和冯忠合一样，樱桃塬村因住房致贫的贫困户还
有张明启等几户。了解到这一实际情况后，北德道乡
在国家移民搬迁建房补助 4.5万元/户的基础上，乡政
府补助3000元/户，以樱桃塬村、冯家塬村为先行试点
村，以冯忠合、张明启等户等为试点户，先行建房，辐射
带动全乡的搬迁贫困户，改善困难群众的住房条件。

针对困难群众缺乏建房资金这一实际问题，乡、村
干部齐心协力想办法，干部自己做担保找愿意先垫付
资金施工的工队。建房所需的砖、水泥、沙等材料都是
村干部作担保人协调解决的。一时间，走进每个村都
能见建筑工人和村民卯足干劲，修建房屋，到处是一派
为脱贫致富苦干实干的场景，推沙、砌砖、浇灌……大
家忙得不亦乐乎。

截至目前，冯家塬村有 16户移民搬迁，房屋主体
现已建成，能容纳14户入住，还有2户需集中安置。北
道德乡共有移民搬迁贫困户124户，已为58户建成房
屋主体。

盖的是房 暖的是心
富县北道德乡大力实施移民搬迁

吴起县大力扶持创业创新

政府送出“大礼包”
青年创业有劲头

陈凤梅是吴起县家喻户晓的
剪纸艺术家，在陈凤梅个人展览
室里，一张张生趣动人的十二生
肖、中国传统二十四孝、水浒传一
百零八将，毛主席在吴起的剪纸
让她的展览室充满了艺术气息。
小小的一张剪纸，成为了吴起县
文化重点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她的生活也因为剪纸而变得
更加忙碌和充实。

8月 30日，笔者见到陈凤梅
时，她正带着学员一起研究剪纸，
从纸张、工具、模板到裁剪技巧、
发力点、线条化，陈凤梅讲解细
致，学员们也听得认真。

陈凤梅钟爱剪纸，在青年时
就拜吴起县最具盛名的剪纸艺术
家为师，苦学不辍。她的师傅不
识字，却有着一手剪纸绝活。陕
北黄土高原剪纸风格影响了陈凤
梅的一生。

“我热爱剪纸，特别是热爱传
统的十二生肖、二十四孝和毛主
席在吴起，经过一剪刀一剪刀地
学习和锤炼，让我剪起来得心应
手。”陈凤梅指着她的作品《毛主
席在杜梨树下》的作品说，她现在

几乎天天研究不同的剪纸方法，
已经把剪纸当成生活中最有乐趣
的事情。在洛源街道办文化站的
展览室里，陈列柜里和墙上展示
着陈凤梅的作品，各种版本的十
二生肖、二十四孝、毛主席在吴
起，水浒中的一百零八将等，还有
栩栩如生的花鸟、草木、虫鱼，让
人不禁驻足观赏。

因为剪纸，陈凤梅成了当地
的名人，教授的学生数百人，更多
的作品被喜爱文艺的人士收藏，
有一部分则作为亲朋好友之间的
互赠礼物。为了学习不同地域的
剪纸艺术，陈凤梅应邀参加了几
届旅游博览会和各地有关于剪纸
的艺术节，这为她丰富自己的技
艺和想法提供了支持。

如今，在县妇联的鼓励下，陈
凤梅把剪纸卖到了网上，让更多
人的了解剪纸，同时也可以扩展
销售渠道。陈凤梅不仅自己发展
剪纸事业，还通过妇联和就业服
务中心带动更多的学员学习剪
纸，让更多的农村妇女学习到一
门手艺和走上一条依靠艺术致富
的道路。

精彩生活“剪”出来
通讯员 贺贵荣

● 李世科给记者展示合作社里种的辣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