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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小康梦圆

进行时乡村振兴

大家谈乡村振兴

冬日时节，在宝塔区姚店镇界和坪
村郭振军家的果园里，郭振军正忙着修
剪果树。今年，他通过镇上的大力支持
和专业技术人员的科学培训，家里的 8
亩果园再次喜迎丰收。“我们家果园收入
近 10万元，明年计划再扩大种植规模。”
郭振军乐呵呵地说。

姚店镇土层深厚、光照充足、昼夜温
差大，是果树积累糖分的适生区。全镇
共种植苹果 2.35万亩，所产的苹果个头
大、色泽鲜、口感甜。近年来，该镇大力
推进苹果精细化种植，加大苹果新品种、
新技术、新成果的推广，加强科技支撑，
健全线上线下销售网络，以苹果产业高
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该镇按照“标准化建设、规模化发
展、精细化管理、品牌化推进”的思路，支
持龙头企业整合资源，打造贺家沟村、罗
沟村苹果标准化示范园 2200亩，引进

“龙富短枝”、嫣红、维纳斯黄金等新品
种，获得国家苹果有机认证 2000亩，改
造提升老果园1.2万亩，新栽高标准果树
700亩，新修果园生产道路 20.6公里，建
设防雹网 1800亩、集雨窖 2750口、小冷
库 35座。通过采取全域化管理、全员式
参与和全技术跟进的手段，实现苹果产
业技术提升、品质提升、标准提升，推动
苹果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贺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叶小强说：“我
们村从 1980年开始，就发展千亩苹果

园，建园有 43年了，品种老化。近年来，
在镇党委和政府的帮助下引进龙头企
业，帮助我们改良品种，创新管理和销售
模式，现在苹果品质提上来了，产销量也
提高了，村民的收入是一年比一年好。”

针对部分果树老化、品种落后、效益
低下的突出问题，该镇积极邀请市果业

中心和果业局技术人员通过“理论授课+
实践操作”的方式，在田间地头面对面、
手把手为果农讲解苹果修枝、拉直、施肥
和消毒杀虫等技术，实现苹果技能培训
全覆盖。同时，动员村干部、苹果种植大
户“走出去”学习借鉴苹果种植管理技
术，不断提升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增强

果农种植的信心和决心。全镇党员干部
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果农做好
挖防冻窖、整形修剪、果树施肥、清园等
果树管理工作，为群众增收致富保驾护
航。截至目前，全镇共开展各类培训 11
场次，受训农户 500余人次，发放技术资
料 500余份。“每年镇政府都邀请专业技
术人员教我们如何养护果树、提高产量，
还帮我们硬化上山道路，方便了果树管
理和运输。如今，收入提高了，日子过得
越来越红火。”罗沟村苹果种植大户米海
军说。

同时，该镇持续坚持线上和线下有机
结合，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新
型营销方式，积极参加农产品博览会，与
大型农产品市场和知名超市建立合作关
系，不断提高品牌知名度。该镇还动员果
农参加电商培训，引导果农搭乘互联网快
车，通过抖音直播、淘宝直播、微信朋友圈
等渠道进行销售，确保群众稳定增收。“酒
香也怕巷子深。通过线上销售，不仅收入
提高了，我们村苹果的知名度和产品认知
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贺家沟村果农
李有华深有感触地说。

“苹果是姚店产业发展的‘金名片’，
也是助力乡村振兴的优势产业。我们将
持续发展壮大苹果产业，不断延伸产业
链，全面打造富有魅力的姚店品牌，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实现乡
村振兴。”该镇党委书记纪爱雄说。

果甜味美上心头
——宝塔区姚店镇推动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小记

记者 王静 通讯员 李旭

虽然是寒冬时节，但在子长市杨家
园则镇杏家湾村的温室大棚里，却暖意
融融，充满生机。一垄垄香瓜、草莓翠
绿欲滴，长势喜人。

“今年我种植的香瓜甜度很大，产
量也高，预计每座大棚能收获香瓜2000
斤以上。”看着满棚即将成熟的香瓜，村
民张小荣高兴地说。

张小荣种植大棚已经好几年了，前
几年一直种西红柿，今年他转换发展思
路，种了两棚香瓜，最近一段时间将陆
续上市。张小荣给超市直供不愁销路，
他说，按每斤市场价格不低于 30元算，
一个周期下来，预计能收入 12万元左
右。“我对现在种棚的模式、生活、收入
很满意。”张小荣说。

寒冬人不闲，发展产业忙。近年
来，随着特色农业产业的快速发展，对
越来越多的农民来说，已经没有冬闲的
概念，冬闲变冬忙，他们用辛勤的劳动
创造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为乡村振兴
注入新活力。

和张小荣一样，杏家湾村村民梁源
也是个勤快人。“村里的日光温室大棚
一年四季都有活干，只要人勤快肯干，
收入还是非常可观。”梁源说，“我种了
一棚草莓，现在全面上市。上门采摘每
斤能卖到60元，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能
卖上一个好价钱，发自内心地感觉踏
实。”

近年来，子长市围绕唱响乡村振兴
主旋律，抓住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
机，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将蔬菜水果产
业作为加快乡村振兴、增加农民收入的
切入点，通过政策、技术、资金帮扶措
施，积极引导农民种植大棚蔬菜水果。
如今，子长市以杨家园则现代农业园区
为引领，大棚、拱棚、露地“三菜”并举，
全力打造秀延河川绿色蔬菜产业带和
子安线葡萄标准化种植产业带，棚栽产
业已经成为子长市的一项主导产业。
随着一茬茬特色农作物迎来丰收，村民
们富了“脑袋”，又鼓起“口袋”，致富增
收的信心和干劲更足了。

冬日大棚春意浓
通讯员 张龙 杜程政 记者 叶四青

● 种植户梁源和女儿在大棚内品尝草莓

“我家的香瓜口感绝对好，再有几天
就可以上市，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打问
了。”寒冬时节，在安塞区招安镇白渠村
白政峰的香瓜大棚里，生机盎然，暖意融

融，一个个圆圆的香瓜挂满枝蔓，长势喜
人。

43岁的白政峰曾在外打拼多年，后
来因要照顾年迈的父母回到了老家。“我

父母今年都 7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我
是家中唯一的儿子，要多陪伴在父母身
边尽孝。”多年来一直在外务工，白政峰
坦言没挣下多少钱，回到老家后要面对
的第一件事，就是生计。

“我本来想回来养羊，但回村后看到
村里新建了大棚，我就承包了两个棚种
起了西红柿。”白政峰告诉记者，因为没
有经验，自己第一年种植西红柿赔了钱，
后来就决定改种香瓜。“一开始不懂技
术，选品种、栽新苗，没少麻烦镇上的技
术员，后来自己就开始通过短视频自学，
遇到什么不懂的问题一搜就有解答，很
方便。”白政峰说。

白政峰种植的香瓜品种好，成熟后
呈白色，口感香甜，市场口碑好。“我的香
瓜口感绝对好，因为我舍得投入，用的都
是好东西，顾客吃起来也放心。”说到种
植香瓜的秘诀，白政峰坦言，自家的香瓜
口碑之所以这么好，还因为自己只销售
第一茬瓜，第一茬瓜卖完后就开始栽种
新苗，这样就可以保证每一颗香瓜都甜
美多汁。

每天，忙完棚里的农活，白政峰就通
过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宣传自家的香瓜，
市民来到棚里可以免费品尝，棚里的价
格和市场价格一样。靠着这样的销售技

巧，足不出户，白政峰就可以销售完所
有的香瓜。“大家来到我的棚里，既可以
免费品尝，还可以体验采摘的乐趣，所
以销售根本不用愁。”除了通过网络平
台宣传，白政峰还会选择合适的上市节
点，“我的棚每年可以种植 3次，基本可
以保障腊月、正月、中秋节等重要节点都
有香瓜。这个时间市场需求量大，而且
还能卖上好价钱。”

日常种植、打理、销售香瓜，背后也
有诸多辛苦。因为父母身体不好，妻子
有孕在身，大棚里的活基本都落在白政
峰一个人的身上，但每天，他都在棚里
忙得不亦乐乎，并享受着这样的“田
园”生活。“两个棚一年的纯收入有 10
万元，作为咱们农民来说，这样的收入
很不错，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
提及香瓜的收益，白政峰乐呵呵地说
道。

白渠村发展的大棚产业多以种植蔬
菜为主，看着白政峰种植香瓜挣了钱，一
些村民也开始种植香瓜。“自从种植香瓜
有了效益，我就经常劝说大家种植香瓜，
尽我的本事去教大家种植。香瓜的需求
量这么大，我一个人又把钱挣不完，要让
大家伙都有钱挣。”朴实的话语里，流露
出白政峰朴素的愿望。

枝繁叶绿香瓜甜
记者 贺秋平

多彩的民居墙绘，多样的田间雕塑，简洁时尚的
“村长之家”接待中心……走进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
石井街道蔡家坡村，浓厚的文艺气息扑面而来。近年
来，从建起村史馆、美术馆、麦田剧场等文化场所，到
连续举办四届关中忙罢艺术节，不少艺术工作者来到
这里，为山村增添艺术色彩。

艺术进入乡村，造福广大群众。5年前，西安美术
学院教授武小川和学生来到蔡家坡村，被这里的乡土
风情吸引，艺术创作的种子就此扎根。如今，一些知
名艺术家定期驻村，40多名艺术家及青年创业者选择
常驻。他们和村民一起努力，让村容村貌悄然改变：
村道两旁，装置艺术作品新颖别致；特色农居墙体上，
彩绘形象生动；一座座雕塑，吸引游客前来打卡……
武小川说：“艺术融入乡村，乡土也能变为艺术空间。”
借助艺术创作，村民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精神面貌
焕然一新。

“我的家乡很美，我们农民有力量有智慧。”这是
广大蔡家坡村村民的共识，也说明艺术带来了改变、
鼓舞了人心。在今年举办的艺术节上，贾玉莲老人获
得田野手艺大赛金奖，她高兴地说：“我做了一辈子面
食，做好饭就是传承饮食文化。”通过艺术这一桥梁，
传统农具和生活用品成为展厅展品，田野里矗立着麦
客摄影作品，让乡村文化迸发出新活力。艺术节的策
展人说：“通过艺术表现，要唤起村民的自豪感，也要
让游客体味到乡土文化的魅力。”以文化人、以文动
人，人们可以在艺术创作中更好感受乡村发展的文化
底蕴。

用艺术点亮乡村，应注重把生态人文优势转化为
产业发展优势。蔡家坡村位于秦岭北麓，生态优势显
著、人文资源丰富，正在探索一条集艺术、生态、旅游、
农业产业等为一体的发展路子。同时，鄠邑区加大政
策扶持，为包括蔡家坡村在内的多个村子聘请美术学
院教授担任“艺术村长”，以艺术赋能振兴发展。鄠邑
区主要负责同志说：“坚定文化自信，让文化魅力转化
为发展动力。”以农民为主体、以农业为基础，不断激
活各类资源、深挖特色价值，就能不断唤醒乡土之美，
释放发展潜能。

艺术在乡村振兴发展中起着独特作用，目前，艺
术乡建仍在探索发展阶段。艺术如何更好激发广大
群众的内生动力？不同艺术形态与乡村产业如何有
机融合？回答好这些问题，需要各地在突出地域性、
创新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艺术特点、群众需求、发
展要求，实现文化、社会、经济等多元融合。让乡村更
美、为乡村赋能，在广袤田野播撒艺术的种子，相关工
作大有可为。

好风景带来好前景。如今在蔡家坡村，一树一
花、麦田泥土、传统习俗皆为艺术，蕴含着发展致富的
资源。村民感慨：“村子这么美，打心里高兴。”因地制
宜、开拓创新，加大资源投入、加强帮扶力度、弥合发
展短板，不断发掘乡村振兴的优势与潜力，艺术必将
为美好生活增添更多光彩。

让艺术为乡村振兴发展赋能
原韬雄

近日，走进黄龙县白马滩镇白马滩村，宽敞明亮
的农家书屋书香四溢，来看书的村民络绎不绝。

“我的好多经验、技术都来源于课本，有啥不懂的
我就去村里的书屋查看，那里农业实用技术方面的书
籍可全了，还更新得比较快。”河西坡村核桃管理“土
专家”卫全民吃过饭又准备去农家书屋“充电了”。

农家书屋正悄悄改变着黄龙县白马滩镇群众的
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俨然成为了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的“加油站”，乡村振兴的“充电站”。

为进一步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白马滩镇不
断探索创新“农家书屋+”服务功能，拓宽农家书屋传
播渠道，让农家书屋成为群众致富的课堂、文化的殿
堂，不断提升农民文化素质，让浓郁书香涵养乡村文
明。

据了解，白马滩镇7个行政村都有农家书屋，平均
藏书2000余册，涵盖少年儿童、养殖种植、文学艺术及
生活常识等类别。

为了使农家书屋真正成为群众学文化、长技能、
强本领的“黄金屋”，白马滩镇围绕不同人群，广泛开
展农技培训、知识科普，拓宽群众致富新思路，还将农
家书屋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良好家风、淳朴
民风等建设融合，开展理论宣讲、党史学习等主题活
动，通过“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学习“村规民
约”等，引领村民养成“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的好
习惯，为乡村振兴凝魂聚力。

同时，为避免“建”而不“用”，各村均安排专人负
责农家书屋的日常开放运营，并且镇政府会定时对管
理人员进行培训，制定购书指导，满足群众生产生活
需求的同时也将乡村振兴、文明家风、法治建设等知
识宣讲搬到了农家书屋内，为广大群众点亮“思想明
灯”。

“别看这农家书屋地方不大，却是孩子们假期最
爱来的地方。自从农家书屋建成之后，一到寒暑假，
这里就红火起来了，成了孩子们的乐园，读书学习、
增长知识、开拓视野。”农家书屋负责人陈红京高兴
地说。

据介绍，白马滩镇将持续以农家书屋为小切口，
持续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科技素养、文明素养，让
农家书屋成为引领乡村振兴的精神引擎。

书香溢满白马滩
记者 杜音樵 通讯员 王华 陈萌

看小康走进乡村

● 果农在采摘苹果

● 白政峰在介绍他家的香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