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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甘泉县石门镇按照“调粮、增
菜、扩果、兴畜”总体思路，以龙头企业引
领、大户带动，积极发展农业产业。 2018
年，石门镇引进了翡翠梨园产业扶贫建设
项目，荣华梨园入驻至今已投入资金 800万
元，对当地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起到
了积极作用。新理念、新模式的应用，让当
地老百姓实现了一地生三金，即土地租金、
务工佣金、合作分红。

魏登成是石门镇雷村村民，今年 61岁，
勤劳肯干的他在村上种植了 3棚辣椒，年收
入可达 7万元。2018年翡翠梨园产业入驻
石门镇，他便开始利用农闲时间在梨园务
工，一年收入近 2万余元，加上大棚种植收
入，魏登成不出村收入也十分可观。

近年来，石门镇持续在发展菜畜果三大
主导产业上下足功夫，合理优化产业布局，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全镇累计建成日光温
室 731座，大拱棚 922座，千头生猪养殖场 3
个，千只湖羊养殖场 5 个。发展山地苹果
6000余亩，菌类养殖 125万棒，阳光玫瑰葡
萄 120棚，大樱桃 66棚，设施花卉 50余亩，
翡翠梨 600余亩，贝贝南瓜 15亩。依托“第

一书记联盟”消费扶贫超市，销售礼盒蔬菜
和水果 387.4吨、蜂蜜 2万斤，建设冷库 5个，
存储量达 650吨，引进轩辰荟丰牧草公司，
延长了畜牧产业链。通过合理规划、因地制
宜、规模发展、打通销路，石门镇不断迈向农
业产业强镇之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甘泉县石门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白国
银介绍，在今后的工作中，石门镇将持续推
动农业产业补链强链。要持续做强主导产
业，蔬菜产业坚持走“一村一品”发展之路，
畜牧产业坚持走“扩量提质”发展之路，山
地苹果产业坚持走“农企合作”发展之路。
要持续做大农旅融合产业，充分利用石门
区位优势，深度挖掘域内豆腐小镇、千年银
杏树、马超洞、石门古村落等旅游资源，带
动阳光玫瑰小镇、荣华梨园等农业园区发
展，探索农旅结合、文旅融合发展之路。要
持续做优特色产业，鼓励农户种植小杂粮、
食用菌、花卉等特色产业，提升阳光玫瑰葡
萄、翡翠梨、草莓、小瓜等知名度，以点带面
促推全镇产业大发展，不断加大石门农业
产业发展步伐，奋力谱写农业产业发展新
的篇章。

新年新气象，春节刚过，安塞区沿河湾镇方家河崖窑村
村民刘俊峰就和乡亲们一起在地里商量着今年的规划。

“去年总共种了 170多亩玉米，光这道沟估计就有 30亩
吧，每年收割我一个人都收不完。”刘俊峰用手指着山峁的方
向笑着说。

“玉米种得多，我们每年都要雇十几个乡亲干上个 10
天。去年收成好，按照当时玉米市场行情，如果卖掉能收入
14万元。”刘俊峰高兴地说。

这价值 14万元的玉米，刘俊峰不是用来卖的，而是有别
的用处。

记者和刘俊峰走进他家的院子，猪的哼叫声此起彼伏。
刘俊峰忙换上喂猪时的工装，给猪添加饲料。

“猪场现在存栏170多头猪，今年出栏量大概在110头左
右，收入应该能有20多万元吧。”刘俊峰边干活边说起了他养
猪的经历。

以前的刘俊峰靠着砖瓦活手艺在城里打拼，一年下来手
头也能攒点闲钱。2015年，他在干活时意外触碰高压电线，
致使右手和双脚筋腱受伤，手中的砖瓦活手艺端不住了，钱
也挣不了，看病还得花钱，生活的压力让这个年轻后生有些
喘不过气来。但生活还得继续，于是刘俊峰萌生了养猪创业
的想法。

说干就干，2017年春节刚过，刘俊峰就迫不及待地行动
起来。

“建猪场总共就花了 2万元左右，我自己就是匠人，一天
跟着干活，帮工干活的也都是我的亲戚朋友们，就花了点儿
沙子、水泥等材料钱。”刘俊峰说。

猪场建起后，刘俊峰先买了10头母猪，经过一年喂养、繁
殖，他的猪场生猪存栏量就达到 70多头，恰好当时猪肉市场
行情好，一年下来刘俊峰就挣了好几万元。

尝到养猪“甜头”的刘俊峰，更加坚定了发展养猪产业的
信心。第二年，他就将养猪挣来的钱全部投资到猪场的扩建
上，还向亲朋好友借了一些，投资 20万元建起了养猪大棚。
扩建后，他的猪场生猪存栏量由原来的 70多头增加到 140
头。

随着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养殖成本也明显提高，饲料
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为了降低投资成本，刘俊峰大量种植
玉米，尝试起了“种植+养殖”的生产模式。

“玉米磨成粉喂猪能降低投资成本，猪粪能撒到玉米地
做农家肥，能减少肥料钱，一举两得。”刘俊峰说。

如今，已有 6年养殖经验的刘俊峰按照种养结合的循环
农业路子，正在致富的路上阔步前行。

刘俊峰:种养结合产业丰
通讯员 郝莉萍 潘燕燕 记者 朱佳雨

● 刘俊峰喂猪

产业兴旺日子甜
——甘泉县石门镇以特色优势产业点亮乡村经济

通讯员 白腾 杨辰毅 记者 朱佳雨

● 申红梅采摘番茄

● 张红喜摘辣椒

走进黄龙县瓦子街镇张宪村食用菌种植基地，一朵朵肉
厚鲜嫩的香菇从摆放整齐的菌袋上冒出头来，长势喜人，在
该村第一书记周延峰的介绍下，记者了解到，这些香菇将被
运往各大超市以及农贸市场，整个种植基地一派繁忙景
象。瓦子街镇张宪村香菇种植基地，是一家集优质香菇种
植、仓储、加工、销售、文旅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的产业。

2021年以来，在县委、县政府和结对帮扶单位的支持下，
瓦子街镇大力发展蔬菜种植、食用菌产业，按照“党支部+合
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打造食用菌种植就业创业基地，同
时利用衔接资金和撬动社会资本1500万元，建成全市首个集
菌棒加工、食用菌种植、冷藏、烘干等功能为一体的食用菌产
业示范基地。该基地占地60亩，已建成出菇棚63座，温室大
棚11座，每棚可放置菌棒1.1万棒，年产值80万元，成为农民
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该基地采取“基地+农户”的模式，流转土地 60亩，带动
80名群众在基地就近务工，312户参与到基地建设的土地流
转、务工、管理当中，户均增收5000元。并且将已建成的大棚
租赁给合作社种植蔬菜和食用菌，合作社把投入衔接资金的
5%收益交由村集体管理。后期通过“一带一、一带多”抱团式
发展，开展现场培训，确保每人掌握一到两项技能，让群众参
与到整个食用菌和蔬菜产业生产过程当中，截至目前累计带
动160余人就业，以劳力工价每天140元来计算，每人每年在
基地务工90天，人均可增收1万元左右。

下一步，瓦子街镇将立足资源优势，进一步加快步伐，推
动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努力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的崭新画卷，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春节刚过，黄龙县崾崄乡伍姓村村
民殷立忠早已在自家的牛圈里忙碌起
来。准备饲料、清理牛圈、饲喂……忙
碌而充实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今年是我养牛的第 7个年头了，
养殖的品种是西门塔尔牛。这几年的
养殖，通过跟着专业技术人员学习再
加上自己的摸索，基本上牛的‘小病’
我都能看了。养牛是个精细活，把每
头牛伺候好，收拾好它的圈，再让牛吃
饱喝好，它才能带来好的效益。今年，
大大小小卖了 15头牛，一共卖了 14万
多元。”谈起今年的养殖收入，殷立忠

脸上止不住的笑意。
2016年 8月，殷立忠在村党支部的

引导和支持下，从河北买回 21头西门
塔尔牛搞养殖。到现在，在党的政策
扶持下，殷立忠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农
场，规模不断扩大，他的牛存栏数已发
展到 81 头，俨然成了村里有名的“牛
人”。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发展
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
道……”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伍姓
村党支部在崾崄乡党委、政府的统一安
排下，及时通过集中学习、入户宣讲等

方式传达会议精神，迅速掀起了党的二
十大精神学习热潮。殷立忠在空闲时
间里不停地琢磨着报告内容。“作为农
村党员，要带头探索发展致富门路，坚
持发展畜牧养殖业，‘种养’结合，带领
村民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努力！”

“你看，这头牛可是我这里的‘网红
牛’。”说着，他便骑到这只“网红牛”身
上为大家展示起来。如今，看着牛圈
里一头头膘肥体壮、毛色发亮的西门
塔尔牛，别提他有多高兴了。7年间，
养殖基地旁的看护房屋从一开始的彩
钢房到如今“阔气”的“单元房”，家里

的小汽车、农用车、铲车一应俱全。这
些变化的背后，除了他自身的努力，还
有用他的话说，就是“党的政策真是
好”。

2022年以来，崾崄乡坚持以党建为
引领，积极贯彻落实“五级联动”工作
机制，越来越多像殷立忠一样的党小
组成员在崾崄乡的田间地头发光发
热，为广大村民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
释放出了乡村振兴的无限能量。下一
步，崾崄乡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推
动乡村振兴，助力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菇飘香 助增收
通讯员 杨明明 白杨越 记者 常青

殷立忠：养牛养出“牛”日子
通讯员 黄宣 记者 常青

乡村“五大振兴”，产业振兴排第一。近年来，甘泉县石门镇不断优
化产业结构，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奋力书写乡村振兴新画卷。

走进甘泉县石门镇南雷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一座座大棚坐北向南整齐排列。辣椒棚
里，一垄垄、一株株辣椒挂满枝头，到处弥漫
着丰收的喜悦，甘泉县石门镇雷村种植户张
红喜正忙着把成熟的辣椒采摘装袋。

张红喜今年 52岁，种植大棚已经有 20余
年的时间了，说起自己种植大棚产业的经历，
张红喜满是感慨。2001年张红喜种植的是水
泥棚，基础设施差，产量低，劳动强度也高，种
植出的蔬菜销售也比较困难，一下雨道路泥
泞不堪，客商都不愿意来村里收菜。

张红喜说：“当时种棚的时候用牲口翻
地，非常累，再加上当时的棚也不大，不注意
的话容易受伤。”2017年，张红喜搬进了南雷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由政府出资修建的五星大
棚，基础设施完善，产业路修到了大棚前，棚
内滴灌、卷帘机、棉被应有尽有。

“现在，路也好了，设施也越来越齐全
了，种大棚轻松多了，这要感谢党和政府的
好政策。现在咱们蔬菜产量也高了，也有了
技术培训，我对发展壮大产业很有信心。”张
红喜说。

在做强传统蔬菜产业的基础上，石门镇
特色时令水果采摘业也快速发展。村民转型
发展大樱桃、火龙果、西小瓜、草莓、小番茄等
时令水果，收益大幅提升。石门镇也从原来
的产业单一，向农业产业多元化发展方向迈
进。据了解，2022年石门镇时令水果年产量
达27万斤，年收入达370万元。

甘泉县石门镇高哨村申红梅的温室大
棚里，多个品种的小番茄一串串挂在枝头，

放眼望去，果实和番茄植株红绿相间，甚是
漂亮。“从去年 12月开始售卖，现在价格是
10元一斤，现场采摘价格也一样，来买礼盒
的人很多。”申红梅说。

随着种植经验的不断累积，在申红梅精心
务劳下的小番茄，品相好、口感佳，成了市场上
的抢手货，不少市民也纷纷来到她的大棚进行
采摘，游客们在大棚里，挎着篮子边摘边尝，摘
下一颗一口咬下去，清甜可口，满口爆汁。

1 做强传统蔬菜产业

2 壮大特色优势产业

3 探索乡村产业发展新模式

● 工人在采摘成熟的香菇

● 黄瓜成熟

● 技术员（左二）给村民指导葡萄种植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