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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前后，河北省邢台市内丘
县岗底村的苹果熟了，累累果实压
弯了树枝。

“幺两帕”家庭农场的牌子
上，“杨增林夫妇果树种植技术职
称”照片分外醒目。农场主杨增林
两口子在库房里忙着给新摘下来的
苹果分级装箱。

“色泽鲜红，果型周正，酸甜
适口。”杨增林眼中的岗底苹果，
让人听着就直流口水。

“128 道工序，一道都不能少”

为什么岗底苹果如此好？杨增
林一语道破天机：它们是按河北农
业大学李保国教授为岗底量身定做
的 128道标准工序生产出来的“科
技果”。什么时候疏花、什么时候
疏果、什么时候整枝、什么时候打
杈……128道苹果标准工序说得一
清二楚，果农像工厂的工人按照工
序生产标准件那样管理果树，生产
出来的苹果个头、着色、口感像一
个模子脱出来的。

“现在人们来我们岗底果园买
苹果，先看果农职称，有技术的，
质量肯定放心。”杨增林说着掏出
手机，打开微信给记者看预定苹果
的客户名单：邢台市王先生 32箱，
石家庄市李某某 20箱，北京市张
某 22箱……

记者粗算了一下，杨增林家农
场的苹果还没下树，三分之二就都
有主儿了。

“今年我的农场产量还算不

错。”杨增林掰着指头算了笔账：
他的 20亩苹果，特级果和一级果
达 90%以上，手拿把攥就能收入
30多万元。

“不敢想啊，以前种苹果不赔
钱就不错了。”杨增林感慨地说，
“这都是沾了李老师的光，沾了技
术的光。”

“有了证书，凭技术就能挣钱”

“需要申报专业技术职称的村
民注意啦！请赶快把个人的申报资
料提交到岗底村委会！……”

这几天一大早，村里的广播就
会喊一遍。其实不用喊，岗底人都
知道。

村民梁山林早早就做起了准
备。“去年评没赶上，今年说啥也
不能错过了。”

让梁山林心心念的“证”是当
地农民参评的“果树种植专业技术
职称”。因为封皮是绿色的，当地
人又叫“绿本本”。

都说种地靠经验，岗底人为啥
愿意考个“绿本本”呢？

苹果种植有一整套的科学系统
方法，李保国教授给岗底村量身定
制了 128道标准化工序，但要真正
掌握需要经过系统的培训，“照猫
画虎”横竖做不到位。在李保国教
授的引领下，岗底村村民开始了果
树种植管理技能的系统学习。经过
培训，很快有 191人获得了原农业
部颁发的职业 （果树工） 技能证
书。

有技术才能种好树。岗底村提
出一句响亮的口号：“有证好上
岗，无证难下田。”

杨书海就是村里第一批“持证
下田”的果农之一。当时，不少外
地种植户来岗底“取经”。原邢台
县马河村村民马二红种了 5 亩苹
果，5年了都没有开花结果，急得
团团转。后来请去了杨书海。有了
杨书海的技术指导，马二红的果园
第二年就获得了大丰收。

岗底人会种苹果，一传十，十
传百，请岗底村“果树专家”做技
术指导的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买苹果的人知道岗
底果农都有职称，果农职称成了苹
果质量的一张名片。采摘客到果园
采摘苹果好问果农有没有职称、是
啥职称，职称越高苹果越抢手。”
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说。

对村民来说，职称证书不仅代
表着自己掌握技术，还能带来实实
在在的收入。

“没有职称证，出去帮人管果
树叫‘打工’，一天 100块钱。有
了职称证，就叫技术指导，一天得
300多。”梁山林说。

越是尝到科技的甜头，越渴望
有更多本领。自 2013年以来，岗
底村村民四次参加职称评定，215
户的岗底村，已有 169名村民获得
果树种植专业技术职称。其中，高
级技师 5名，技师 117名，助理技
师 47名。

“职称证书就是出去打工的
‘金名片’。对方一看咱是有职称

的，都高看一眼。推广新技术时，
他们也更信服。”杨双牛说。

“内丘富岗种果工，河北劳务
新名片”

岗底人种苹果种出了名堂，村
里成立了富岗公司，注册了“富
岗”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
标。富岗牌苹果获得“中华名果”
称号。村民年人均收入由不足 80
元跃升到 4万多元，成了太行山区
靠种植业发家的富裕村。

随着岗底苹果名气越来越大，
手持职称证书的“富岗种果人”身
价也水涨船高，被全国各地苹果种
植户争相聘请过去指导果树管理。
而他们也从没让人失望，赢得了
“走一地富一地”的佳绩，收获了
“岗底财神”的美誉。

这些年，上百位“富岗种果
人”走遍河北、河南、山东、山
西、陕西等 5 省的 30 多个县
（区），累计培训果农 5万多人次，
推广果树管理技术 20多项，示范
推广总面积 20多万亩，为各地果
农增收 5亿多元。“富岗种果人”
也因此每年获得超过 150万元的技
术服务收入。

2024年 10月，“内丘富岗种
果工”被河北省评为省级劳务品
牌。

村里最早拿到职称证的杨双
奎，早已评上了高级技师。李保国
去世后，他牵头成立了“李保国
128科技服务小分队”，农闲时去

给别的村子授课，分文不取。
“收啥钱？我的技术是李老师

免费教给我的，我能问别人要钱？”
杨双奎瞪大眼睛说。

几年下来，杨双奎他们共培训
各地果农 9000 多人次，他们讲过
课的地方每亩地平均增收 3000元。

岗底“土专家”们还出了不少
科研成果。杨双奎研究出 5项新技
术，其中针对树龄较长老果树开发
的“老果园重茬大苗建园”技术，
比过去传统重茬小苗建园提前 3年
进入盛果期，一亩地能为果农增收
3万多元。这项技术已经在各地推
广了 300多亩，共为果农增收上千
万元。

在岗底，没有留守老人和留守
儿童。80后、90后、00后是苹果
产业的主力军。在村党支部的引领
下，农户办起了农家乐，村集体建
设了吃饭、住宿一条龙的“托梦
沟”，建成了李保国先进事迹教育
基地、太行植物科技馆。果品育
苗、种植、农产品深加工、采摘、
旅游观光、科普教育，一条果树种
植全产业链正在岗底形成。

“岗底的农民不是普通的农
民，我们个个讲科学、懂技术，在
这儿能干好了不比在大学当教授
差。”杨双牛说。

如今的岗底村，村美民富产业
兴。村民们坚信，农业是有奔头的
产业，农民是有吸引力的职业，农
村是安居乐业的家园。

来源：人民网

“绿本本”换来“红票票”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湖北考察
时强调，今年还剩下不到两个月时
间，各项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要进
一步抓紧抓实，努力实现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

干事创业，贵在主动，要在抓
紧。抓好每一天，打好主动仗，时
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姿态，才能从容
应对各种情况，以最强措施推动末
端落实。

四季度历来是定全年、保全局
的冲刺期，也是“一季管两年”的
关键期。中央推出的一揽子增量政
策，不少将在四季度发挥更大效能。
做好四季度工作，就能推动各项政
策落地见效，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为明年工作开好局、起好步，顺利
完成“十四五”规划打下坚实基础。

抓好每一天，打好主动仗，是
责任感、使命感的体现，要求我们保
持昂扬的精神状态。前三季度，我省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快于全国
1.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
全国快 3.2 个百分点……这些成绩
的取得，无不来自于全省上下抓好每
一天的拼劲、打好主动仗的干劲。眼
下，我省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增
强，国家战略辐射带动效应更加凸
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们要精准
高效落实中央各项存量政策和增量
政策，盯紧每一项工作，加强运行调
度，全力以赴抓投资、上项目、促消
费、稳出口，在年底“冲刺跑”中冲出
气势、拼出成效。抓好每一天，打好
主动仗，是超前思维、主动意识的
体现，是有效的工作方法。

抓好每一天，才能一步一个脚
印，积小胜为大胜；打好主动仗，
才能心中有底、手中有策，先人一
步、快人一拍。我们抢抓抽水蓄能
电站建设机遇，主动作为、精准发
力，实现了抽水蓄能建设总规模全

国第一。这启示我们，脑子里要有
一幅全景图，准确把握事物发展规
律和趋势，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
考、定位、摆布，增强学习研判能
力，提升迈开两条腿的行动力。

抓好每一天，打好主动仗，需
要把每一天当成“决战日”、每一步当
作“冲刺跑”。临时突击、仓促应对，难
免动作变形，出现幺蛾子事件；功夫
下在日常、工作做在平时，方能游刃
有余。比如，抓安全生产，就要如履薄
冰、如临深渊，把任务落实到人、具体
到时间节点。改善空气质量，就要从
每一天做起，一刻也不放松，敢于
打硬仗、啃硬骨头。

响铃要交卷，时间不等人。坚
定信心、迎难而上，咬住牙、吃住
劲，我们就一定能做好四季度工作，
交出优异成绩单！

来源：河北日报

抓好每一天 打好主动仗
冀言

11 月 6 日，河北省文明
办、省教育厅、团省委、省妇
联、省关工委联合举办“双争”
有我———2024 年河北省“新时
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
向社会推出 26 名（组）优秀少
年儿童的先进事迹。内丘县
刘天玉入选。

据悉，这 26名（组）好少
年是在河北省广泛开展“双争”
有我———“新时代好少年”学习
宣传活动中，经推选选拔产生
的。他们在传承红色基因、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热爱科学、
志愿服务等方面表现突出，事
迹可亲、可敬、可信、可学，
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风采，
将激励全省少年儿童争做爱党

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
新时代好少年。

刘天玉，女，2014 年 9 月
出生，现为邢台市内丘县新西
关小学学生。她利用自己朗诵
所长，带领同学组建了“红领
巾小小宣传队”，致力于把家乡
文化宣传好讲解好，每年宣传
10 场以上，受益群众近万人，
她讲解的《内丘九龙柏》被河
北电视台宣传播放。她积极参
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月捐活
动，五年来累计捐款 8000 多
元，为贫困儿童点亮了希望之
光。先后被学校授予“优秀学
生干部”“学习标兵”“三好
学生”等荣誉称号，被评为邢
台市“新时代好少年”。

来源：邢台文明网

内丘 1人上榜

“双争”有我———2024 年度河北省
“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

 本报讯（赵永生） 2024 年 11 月
8-10 日，由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
海南博鳌县域医疗发展研究中心联
合主办的第五届县域慢病管理大会
暨 2024“健康中国·健康县域”县
域健康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
邀请了来自全国 28 个省市的 1600
余位县域慢病管理权威专家，河北
省和海南省卫健委相关领导及县域
慢病管理中心专职人员参会。

内丘县中医院党委书记徐光伟
带领相关科室负责人一行 5 人应邀
参加会议。会上，院党委书记徐光
伟、慢病管理中心主任李晓蕾分别

获授“县域慢病管理中心”和“县
域慢病管理中心专家委员会讲师团
成员”牌匾、聘书，这标志着我院
长期以来在慢性病防控、健康促进
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与成效得到了
行业内的认可与肯定。“县域慢病
管理中心”的授牌，不仅是对内丘
县域慢病管理中心长期以来致力于
提升慢性病防控能力、优化健康管
理服务流程的肯定，也体现了医院
在推动医疗资源下沉、促进基层医
疗服务能力提升方面所做的积极贡
献。我院慢病管理中心，于 2022 年
11 月获批成为国家县域慢病管理中

心建设单位，2023 年 5 月通过国家
县域慢病管理中心评审。

 中心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承担
起引领县域内慢性病综合防控体系
建设的重要使命，通过整合医疗资
源、强化专业培训、推广健康生活
方式等多种手段，为县域群众提供
更加全面、系统、连续的慢性病管
理服务，同时，将持续优化慢病患
者的管理流程，力求实现慢病的早
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有效控制
和减少慢性病的发生发展，为建设
“助眠之城 健康内丘”、促进全民
健康福祉贡献力量。

县中医院在第五届县域慢病管理大会暨 2024
“健康中国·健康县域”县域健康大会上获两项殊荣

本报讯（郝凯 巨锋） 11
月 10 日，华北环扁鹊湖自行车
挑战赛在我县扁鹊湖环湖路举
行。

此次赛事吸引了来自京津
冀、河南、山东、山西、内蒙
古等地的 260 名自行车爱好者
参加。比赛分为公路车男子组
和女子组两个组别。男子组全
程 50 公里，绕环湖路骑行 6
圈；女子组全程 33 公里，绕环
湖路骑行 4圈。

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依
次出发，迅速展开激烈的竞争，

五彩斑斓的骑行服在环湖路上
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赛
道上，选手们你追我赶，不断
超越自我，展现了自行车运动
的魅力和风采。经过激烈的角
逐，男子组和女子组的冠军、
亚军、季军分别产生，并进行
了颁奖。

举办此次赛事，旨在通过骑
行活动，打造“环扁鹊湖”品牌赛
事，展示“助眠之城 康养内丘”
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提升我县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全县体
育、文化和经济的发展。

2024华北环扁鹊湖自行车
挑战赛在我县成功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