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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多点发力抓产业，齐头并进促增收。
在永宁镇刘河村的川台地里，216亩葡

萄园郁郁葱葱，把整个葡萄架遮得严严实实。
在太阳的照射下，透过几缕阳光，葡萄

如颗颗翡翠，让人口生蜜意、甜沁心脾。刘
河村依靠川道镇区村和产业多元化的优

势，发展特色种植产业，让“葡萄串串”成为
群众增收致富的“钱串串”。

刘河村葡萄种植户金万荣说：“这个葡
萄产业挺好的，我们对这个产业很有信心，
今年我家的 6亩葡萄预计能收入五六万
元。”

“这是 2016年建的园，今年初挂果，技
术上我们一直外聘技术员全程进行技术指
导。”刘河村党支部书记曹宏文介绍说，“去
年每斤卖了 10元，今年按照去年的价格，
216亩葡萄预计产值200余万元。”

三产融合发展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必经

之路，也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近
年来，永宁镇围绕主导产业持续发力，特色
种养业和乡村旅游业创新升级，倾力打造
山上果灿灿、川道花烂漫的果山、花川特色
旅游小镇，促进乡村振兴，为当地群众开辟
出增收致富路。

遍地“钱串串”

群星奖是文化和旅游部为繁荣群众文艺创
作、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而设立的群众文
化艺术领域政府最高奖。近日，第十九届群星奖
决赛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作品在舞台上竞
展风采。

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报送，延安市文化艺
术中心、志丹县文化艺术培训中心、延川县陕北道
情研究中心创排的舞蹈《致富果》，今天将在河北
省石家庄市人民会堂精彩亮相，代表陕西省角逐
群星奖。

乡村振兴，产业富农是重点。舞蹈《致富果》
便是一个以苹果产业为题材，用蕴含着艺术之美
的演出，反映并号召百姓们参与苹果产业发展，积
极投身于致富发展、乡村振兴洪流的优秀群文作
品。

“苹果产业当前已是志丹加快农民脱贫致富
和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产业，正在成为
志丹县农民的‘健康树’‘致富树’和‘摇钱树’。”
2019年10月，志丹县文化艺术培训中心主任杨明
瑞和同事们在下乡演出、采风过程中，看着志丹县
漫山遍野的山地苹果，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据大
数据统计分析，全国每 7个苹果就有一个产自延
安，全球每 12个苹果就有一个产自延安，苹果已
成为老区人民致富的“功勋果”，托起了村民们的
致富梦。

舞蹈《致富果》紧紧抓住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这一主题，围绕“产业富农”总体目标，用文艺的形
式大力宣传苹果这一富农产业，宣传党的致富政
策和政府中心工作。作品通过叙事的手法，塑造
出一群个性鲜活的人物形象，描绘出一幅风情浓
郁的田园诗画；讲述了在致富带头人的带领下，实
现产业致富、科技兴农的动人故事，唱响了老区群
众乡村振兴的壮美赞歌，表达出新时代的奋斗者
创造美好生活的活力与干劲。

《致富果》通过舞蹈演员娴熟的演技、优美的
舞姿、形象的肢体语言，把苹果种植、发芽、结果
演绎得淋漓尽致。舞台上，朴实无华、粗犷、柔美
的舞蹈语汇，诠释着农民喜获丰收的美好画面，
表达出广大农民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大背景下那
种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以及甜蜜幸福的生产生
活场景。

笔者了解到，为让《致富果》更具时代感、烟火
气、人情味，更接地气、更具感染力，2019年10月，
志丹县文化艺术培训中心就组织编创人员深入果
园、农户进行实地采风，不断提升作品内涵。

“2021年以来，通过文化惠民演出和各基层巡
演，作品的观赏性和艺术性不断提升。基于延安
苹果几次被送上太空，我们觉得更应该用好文艺
的力量，宣传好我们的延安苹果产业，助力小苹果
发展成大产业，演好农民致富经，托起乡村振兴
梦。”杨明瑞表示。志丹县文化艺术培训中心以能
参加全国群星奖评选为标杆，高标准、严要求，抓
住每一个舞蹈细节，精益求精、精雕细琢，让作品
完美呈现给观众。

2022年 8月 19日至 20日，为更好地备战此
次群星奖决赛，让苹果的美、苹果的甜、果农幸
福的笑容洋溢在舞台上，演职人员再度深入一
线，来到洛川县实地采风，走访了“中国苹果第
一村”——阿寺村、洛川苹果试验站，通过看、
听、劳、问等方式，体验果园生活，感悟劳作过
程，以提升作品质量与表演水平，冲刺第十九届
群星奖。

《致富果》自搬上舞台以来，持续深入乡村进
行公演，还在延安市级诸多大型活动上进行展
演。近三年来，该作品已上演百余场，受到各界广
泛好评。一名延安观众表示：“《致富果》舞出了让
更多群众富起来的美好愿景，把新动能以美的形
式注入大家的心田。”志丹县旦八镇农民陈喜娃
说：“这个舞蹈与我们农村的生活太像了，我们就
是这样一天天和果树打交道的，很亲切，太好看
了！”

志丹县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将军
的故乡，也是全国文化先进县、全国新时代文明实
践十个重点示范县。近年来，志丹县文化艺术培
训中心积极用文艺服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创
作推出了《乡村趣事》《包扶》等一大批“三农”主题
文艺作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乡村振兴
故事、反映乡村新貌，激发了群众凝心聚力谋发展
的动力和活力。

在第十九届全国群星奖决赛舞台上，陕西省
在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广场舞、群众合唱 6个
门类中共有 9个作品（团队）成功挺进决赛，数量
位居全国第二。其中，舞蹈《致富果》将于9月6日
参加舞蹈门类决赛。

演绎农民致富经
舞出乡村振兴梦
——舞蹈《致富果》角逐群星奖
秦毅 李睿

● 演出剧照

回乡创业兴家园
——记志丹县义正镇义正村金海家庭农场主马金海

通讯员 潘峰 范文静 马云凤 记者 王锋

● 果农在沤制有机堆肥

打好“组合拳”增强“驱动力”
——志丹县永宁镇以产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通讯员 沙江 记者 雷荣

在志丹县义正镇义正村有这样一位党
员，他努力探索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
机制，通过“农场+合作社”模式，积极创建
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实现了社会效益、生态
效益、经济效益的共赢。他就是金海家庭
农场主马金海。

土地流转规模大 种养结合效益增

立秋时节刚过，记者走进义正镇义正村
马金海家，一幅庭院经济的美景映入眼帘。
只见果树、鲜花、羊子、家禽、中蜂等一应俱
全，形成了现代种养循环生态农业的新模式。

在马金海的果园里，一排排短枝富士
长势良好，树上挂满了沉甸甸的套袋苹
果。马金海说：“看我这个苹果，长势是好
着了，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给果树上农家
肥。现在我这个果园是 60亩，今年初步挂
果套袋 3.8万袋，按照去年的市场果价，估
计能卖个3万多块钱。”

2017年，在外务工的马金海积极响应
县委、县政府返乡创业的号召，回到家乡，
流转了村上 108亩撂荒地建起了果园，发
展起了苹果产业。

万事开头难。刚开始发展苹果产业的
他，就遇到了产业路上的第一个“拦路虎”。

“以前，我们发展苹果遇到了很多困
难，一方面刚开始苹果的长势不好，原因是
缺乏有机肥；另一方面就是苹果的果形不
正。”马金海说。

面对困难，马金海没有放弃，他借助县
上出台的多项惠农政策的“东风”，积极外
出考察学习，虚心请教、多方取经，不仅找
出了制约苹果产业发展的瓶颈，还探索出
了规模种养结合的产业发展新路子。

通过调研，马金海发现自己的果树中的
授粉树比较少，授粉树少了，就造成苹果果形
不正、商品率低。最后经过考察，村上决定推
广小规模种养结合。通过种养结合、发展有
机肥，现在村上已经发展短枝富士365亩。

除此之外，马金海还引进了 30只湖羊
进行圈养，将羊粪和农作物秸秆搅拌发酵
后还田，既节省了果树肥料支出的费用，还
保护了生态治理成果。

马金海介绍说，“每年能产羊粪 70至
80方左右，能给我的果树提供有机肥，节省
成本 1.2万元，产的 80方粪都给我的 60亩
果园上了。”

“手把手”技术赋能 强发展产业信心

发展家庭农场，技术是关键。多年来，

为了能将自己的家庭农场办出规模、办出
效益，马金海认真学习相关知识，考取职业
农民证书，随时掌握市场行情，不断丰富羊
子的种类，拓宽致富的路子。在他的示范
带动下，全村发展起了 9户种羊养殖户，
300多只羊子。今年年初，马金海又投入
15万元引进了 23只辽宁绒山羊。按市场
行情计算，一只辽宁种羊羔可以卖到 8000
元，预计2023年家庭农场总收入可达80万
元左右。

据马金海介绍，他现在养殖 4种羊，共
102只。102只一年能够产生的效益，就是
8万元左右。马金海对今后的发展信心满
满，“今后，我们还是准备发展更高端一点
的种羊养殖，因为这个种羊，能给我们全村
后期发展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我初步想
的是两个计划，一个是高端、一个是中端，
高端就是专卖种羊羔，中端就是给咱后期
发展做准备，逐步推进全村都发展成为养
羊户，养成中端山羊。”

在马金海的带领下，村上成立了农民
专业合作社，通过“农场+合作社”的模式，
帮助带动村民新发展果园 1203亩，改造低
效益果园 345亩，发展湖羊养殖 9户 236
只。2018年，马金海全票当选为义正村党

支部书记。
“自马金海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

我们撂荒的耕地全都用上了，按树给我
们配料。谁干得好，就给谁支持肥料、支
持浇水的用具，这两年给了我们很多支
持，我们农民干活可有信心了。”义正镇
义正村苹果种植大户曹文玉不仅对马金
海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对自
家的果园更是信心十足，“今年我套了十
二三万个袋子，弘前富士和嘎啦，早品种
下来套了 6万多个袋子，迟品种套了 6万
多个袋子，预计果子每斤能卖到 3块钱左
右，好的就卖 4块多，纯收入下来就是十
二三万元。”

据义正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润梅介
绍，近年来，义正镇坚持发展全镇 3万亩
苹果产业不动摇，在示范引领上下功夫，
以“抓两头、带中间”的方法狠抓示范家
庭农场创建，借助市县配套政策，重点对
家庭农场主在贷款融资、技术培训、市场
营销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以示范家庭
农场创建为抓手，推进全镇农业产业发
展。截至目前，全镇创建种养殖家庭农
场 436 个，其中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
131个。

“这是生羊粪，生羊粪直接施到果园
的话，对果树的效果不好。经过沤制以后
成了有机堆肥，再施到果园效果就好多
了，对果树的生长、苹果的含糖量都有好
处。”志丹县永宁镇麻湾村果农常永宁说，

“今年，我沤制了 20来吨有机肥，我们沤制
2方，政府给补 1方，对果农的支持力度挺
大的。”

现年 55岁的常永宁，是永宁镇麻湾村
的果业大户。今年借助永宁镇党委、政府
对果园肥料投入的支持政策，常永宁认真
学习了有机堆肥的沤制技术。在谈到未来
的果业发展时，常永宁信心满满。

“我家有 50亩果园，今年套了 20多万
个袋子，预计收入 20多万元。我要学好种
植技术，管理好果园，种出更好的果子，卖
更多的钱。”常永宁笑着说。

麻湾村是永宁镇典型的苹果产业发展
示范村，全村共有果园 2268亩，挂果果园

面积1530亩，今年套袋690万个，预计收入
700多万元。近年来，麻湾村按照“支部+合
作社+农户”的模式，充分依托苹果示范园
和家庭农场的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加强
果业技术的普及和推广，高质高效地推进
苹果产业发展。

“眼下，正是果园管理的关键时候，家
家户户都在紧张地劳动，特别是在秋季施
肥、有机肥的沤制上，大家都非常积极，为
果园丰收做准备。”麻湾村党支部书记郝文
龙说，“接下来，我们将在果园综合管理上、
肥料投入上下功夫，争取县上和镇上的大
力支持，带领咱们全村的乡亲们发展好苹
果产业。”

通过几年的发展，全镇现有果园 3.64
万亩，挂果果园1.67万亩。其中，村集体果
园 1800亩，产业大户 685户，家庭农场 344
个。今年共套袋6200万个，预计产量3100
万斤、产值6700万元。

在大力发展好苹果产业的同时，永宁
镇还将乡村旅游业作为繁荣镇域经济、拓
宽农民就业和增收渠道的又一个支柱性产
业来抓，崾子川村就是发展乡村旅游业的
典型代表。

近年来，借助永宁山红色资源优势和
生态田园风光，崾子川村正在全力打造洛
河中上游田园综合体与乡村旅游产业带，
在发展“体验式、田园式、村落式”乡村旅游
的基础上，不断挖掘“乡村农耕文化、休闲
娱乐服务、田园生活”等旅游潜力，凸显地

域旅游特色，让村民生活水平更高，收入来
源更加明显。

“我们村在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上，围绕
永宁山积极开发配套休闲场所，先后打造村
史馆、百姓大舞台、文化墙及葵花园，带动小
杂粮和土特产的销售，打造特色民宿 2处，
带动周边农户发展农家小院，村民年收入均
在 5万元以上。”崾子川村党支部书记曹亚
宁说，“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乡村旅游多
动脑筋，多做文章，持续巩固省级乡村旅游
示范村的成果，不断提升村民经济收入。”

川道花烂漫

山上果灿灿

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更
是做好“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志丹县永宁镇坚持把培育乡村发展的内
生动力作为关键点，按照“主攻苹果业、拓展旅游业、培
育特色业”的产业发展思路，不断在拓宽产业布局和延
伸产业链条上出实招，着重在产业、生态、经济与旅游
的融合发展上下真功，充分发挥产业带动效应，让群众
在产业致富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 马金海给羊子上饲料 ● 金海家庭农场果园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