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谈乡村振兴

进行时乡村振兴
看小康走进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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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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勤春来早，大棚农事忙。走进志丹
县双河镇桃庄湾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温
室大棚内，一股泥土芬芳的气息扑面而

来，一畦畦生长茂盛、鲜嫩翠绿的蔬菜长
势喜人，菜农们辛勤劳作的身影穿梭其
中，孕育着新的希望。

“去年腊月，我们就已经把蔬菜苗
子栽种好了，就盼着今年能有个好收
成。”正忙着将蔬菜采摘、分拣、装箱的
菜农张满泉喜上眉梢地说，他们的西红
柿、辣椒都已成熟，马上就能抢“鲜”上
市。

桃庄湾村位于双河镇南岭，是地道的
山岭村，全村共有 176户农户，多年来一
直以发展种植苹果和玉米、谷子、土豆等
农作物为主。近年来，在志丹县、镇两级
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在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的积极带动下，该村积极发展棚栽产
业。如今的桃庄湾村已是产业富集、农民
富裕的美丽村落。

双河镇桃庄湾村党支部副书记白增
鹏细算了一笔账后高兴地告诉记者，今
年，合作社仅大棚第一茬的收入就在 30
万元左右，全年预计收入在70万元左右。

同样，作为棚栽产业示范村的顺宁镇
保娃沟门村一直坚持以“山岭苹果川道
菜”为发展思路，依托“党建+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全镇设施农
业不断向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高效化
发展，不断推动果蔬产业兴旺、生活富裕、

乡村振兴。
“我们的草莓第一茬刚卖完，火龙果

和甜瓜预计‘五一’也能上市，这两茬下
来，我们就能收入 15万元左右。”位于顺
宁镇保娃沟门村的志丹县大棚蔬菜农民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任华介绍说，按照这个
行情发展下去，仅大棚一项，合作社每年
就能收入25万元左右。

据了解，近年来，志丹县按照政府推
动、市场驱动、农民联动的发展思路，聚焦
产业结构优化、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现代
农业示范园区建设，坚持抓示范扩规模、
抓技术提品质，紧盯“双百双十”亿级产业
集群建设目标，一体推进农业提效，设施
农业效益持续提升，持续不断做足“棚文
章”，做活“棚经济”，促进农业产业链延
伸、价值链提升、增收链拓宽，不仅鼓起了
群众的“钱袋子”，还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
活力。

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农艺师焦莎莎
表示，由于近期受阴雪天气的影响，该中
心将深入生产一线，指导菜农做好温室防
寒增温、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工作，确
保菜农有个良好的收成。

眼下正值初春时节，子长市余家坪镇
王家湾村的大棚里到处都是一片春意盎
然的景象。走进种植户马盼盼家的大棚
内，一股果香扑鼻而来，一串串大小均匀、
色泽鲜亮的圣女果映入眼帘，颗颗果实在
片片绿叶的掩映下，如玛瑙般缀满枝头。

一大早，马盼盼就和家人在大棚里穿
梭来往，忙着将成熟的圣女果采摘、装盒，
现场一派繁忙热闹的丰收景象。“这些圣
女果都是采用数字农业技术进行精准管
理，不但病害少，果实的品质也非常好。”
马盼盼一边说着，一边随手掰开一颗圣女
果，色泽鲜艳，肉嫩多汁的圣女果让人垂
涎欲滴。

马盼盼是个 80后，在城市工作几年
后，毅然决定回村种植大棚发展产业。
虽然大学时期她学习的是医学专业，对
病虫害防治略懂一些，但对大棚的专业
管护，她还是个“门外汉”。2017年，子
长市万润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基地成立，
该公司集特色养殖、农事体验、休闲观光
为一体，并致力于培育和孵化农户。同
时，公司还在水肥管理、苗木修剪、温度
调和、授粉疏果等方面为种植户免费进
行培训和指导。马盼盼成了该基地的众
多受益人之一。

“刚开始，我对大棚管理技术懂得不
多，这让自己在产业发展方面受了不少
罪。后来，我在基地工作人员的帮助和同
行的指导下，慢慢地熟练掌握了管理技
术。今年，我是第一次尝试种植圣女果，
从目前挂果的数量和质量来看，效益还是
非常不错的。”马盼盼说，为了维护土壤质
量，利于产业长远发展，她在换茬种植时
选择了圣女果栽植，“现在，圣女果的市场
价是每斤 4到 5元，我们这里的零售价是
每斤是5元，每天产量近100公斤，预计能
销售到三月中旬，到时候可是一笔不小的
收入呢。”马盼盼高兴地说。

种植大棚闲暇时，马盼盼还经常在抖
音、快手等平台学习种植技术。如今，在
基地的孵化户中，她的大棚管理技术是最
好的。前几年，马盼盼种植的大棚甜瓜和
西瓜就得到了很多客户的认可，也让她的
钱包“鼓”了起来。

2020年，马盼盼当选为子长市第二
届人大代表，这让她对发展大棚产业的信
心更足了。

“你们别小看这圣女果，它可是我眼
中的‘致富果’。”对于产业未来的发展，
马盼盼充满信心，“如今万润生态循环农
业示范基地已经形成了集休闲、观光、采

摘、娱乐为一体的现代循环生态农业基
地，我也要跟上基地的发展节奏，脚踏实
地，认真学习技术，努力种植大棚，把大

棚圣女果这项产业培育和发展得更好。
有了它，我以后的日子肯定会一天更比
一天好。”

志丹县设施农业效益持续提升——

村有“当家”产业 户有增收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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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圣女果 致富香饽饽
通讯员 张亚宁 记者 任琦

用发展的办法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常钦

产业园里绿意浓
通讯员 徐志全 李清明 记者 刘小艳

近日，走进宝塔区临镇镇觉德村的
大棚里，瓜农们正在对富硒西瓜、小瓜进
行移苗栽种。一棵棵嫩绿的瓜苗被瓜农
们熟练地移栽进土里，开启了助农增收

“硒”望的新征程。
“我家一共种了 2 棚西瓜、4 棚小

瓜。听说富硒产业前景好，可以让蔬菜、
瓜果卖上更高的价钱，今年在政府的扶
持下，我的大棚增施了富硒有机肥。现
在党的政策好，政府有补贴，费用方面我
不用发愁。”正在自家大棚栽种西瓜苗的
瓜农王随红喜不自胜，对自己种植的富
硒西瓜充满了期待。

觉德村党支部书记田桂紫介绍说，
富硒农产品有很大的市场优势，不但果
形美、品质优、果实个大、皮薄肉细，而且
含有人体所需多种微量元素，对肝脏疾
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
疾病都有很好的预防效果，很受消费者
的欢迎。“我们村今年有 53户种植户发

展富硒产业，共种植大棚 286棚，共计
150亩。村民们对于种植富硒蔬果的积
极性都很高，我们村干部也非常有信心，
一定要把富硒蔬果种成功。”田桂紫说。

乡村要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临
镇镇今年着力探索发展高效益、高附加
值的富硒产业，形成“党支部+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富硒产业发展新格局，大
力扶持发展特色种养业，积极推进富硒
产业的发展，托起乡村振兴的新“硒”望。

该镇镇长薛军军介绍说，去年在专
家指导下，经过一年的实验，庙塬村李延
军家的6亩富硒苹果检测符合富硒果品
质量标准。今年，临镇镇将以实施富硒
农业技术为重点，扎实推进农业产业振
兴。大力推进富硒农业产业发展，种植
富硒苹果、富硒蔬菜，进一步发展富硒鸡
蛋、富硒猪肉等养殖业的转型升级，努力
实现农产品提质增效，为全镇乡村产业
振兴注入新活力。

进行时乡村振兴

大棚里的新“硒”望
记者 王静 通讯员 班彩彩

一年好景看春忙。近日，在吴起县白豹镇白豹村
李杏科技产业园的大棚内，一株株杏树整齐排列，一颗
颗青杏盈盈挂满枝头，整个大棚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工人们正利用滴灌技术忙碌着给杏树浇水。

2022年3月，白豹镇通过招商引资，引进陕西今丰
园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并与其签订协议，决定将撂荒多
年的原白豹大棚蔬菜基地的 24座温室大棚进行维修
改造，重新利用，发展大棚李杏栽植，打造李杏科技产
业示范园。

经过 1年的建设，白豹镇李杏科技产业示范园已
初具规模，升级为白豹村农业科技产业示范园。该产
业园负责人李小站向记者介绍说：“我们产业园占地
50亩，现有温室大棚 24座，折合标准棚 42座。去年，
我们主要完成大棚维修、苗木栽植、棚膜及保温被铺
设、园区水电道路等设施维护等，栽植了包括7个品种
的杏树 4600余株，目前长势良好。下一步，我们将持
续巩固园区产能，将园区打造成集采摘、苗木繁育、人
才培训于一体的综合示范园区。”

据了解，2022年，李杏科技产业园带动白豹村村
集体经济增收5000元，为农户支付土地流转费3.15万
元，为周边农户带来劳务收入 10万余元，初步实现了
村集体和农户“双收双赢”的目标。

● 大棚内春意浓浓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
线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今年中
央一号文件继续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底线任
务，强调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并进
行了针对性的具体部署。我们要持续抓好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各项工作，用发展的办法让脱贫成果更加
稳固、更可持续，努力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
之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意义重大。去年经过各方
面的共同努力，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巩固拓展——没有
发生规模性返贫现象、脱贫劳动力就业形势保持稳定、脱
贫地区和脱贫人口收入较快增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要把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作为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着力激发脱
贫地区和脱贫群众依靠自身力量发展的志气心气底气。

抓好发展动力培育，把增加脱贫群众收入作为根
本任务，聚焦产业就业，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一方面，
培育提升产业。要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优势主导产业，
着力补上技术、设施、营销等短板，搞好产销衔接，健全
利益联结机制，带动脱贫群众奔上致富的快车道。鼓
励脱贫地区有条件的农户发展庭院经济，做好“土特
产”文章，立足实际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
新业态，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推动乡村产业发展
壮大，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另一方面，积极扩大就业。
就业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本措施。今年就业
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脱贫人口外出务工面临不少挑
战。要把脱贫人口稳岗就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的“头号工程”持续抓紧抓实，进一步完善帮扶体系，
加大帮扶力度，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确保脱
贫劳动力务工就业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

抓帮扶政策完善，把促进脱贫地区加快发展作为
主攻方向，不断缩小发展差距。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
厅、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发布《关于加快补齐脱贫地
区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设施短板的通知》，加快补齐脱
贫地区产地“最先一公里”冷链物流设施短板，增强内生
发展动力。要帮助脱贫县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深化与发
达地区的交流合作，主动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劳动密集
型产业，加快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打造群众增
收引擎，提升区域“造血”功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消费帮扶，持续推进消费帮扶示范
城市和产地示范区创建，支持脱贫地区打造区域公用品
牌。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施一批补短板促振
兴重点项目，深入实施医疗、教育干部人才“组团式”帮
扶，更好发挥驻村干部、科技特派员产业帮扶作用。

“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加强脱贫地区社
会建设，提升脱贫群众教育、文化、健康水平和综合素
质，振奋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精神风貌……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既要扶智也要扶志，既要输血更要造
血，建立造血机制，增强致富内生动力，继续在致富路
上奔跑，就一定能走向更加富裕的美好生活，不断创造
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来源：人民网）

● 查看西瓜长势

● 采摘圣女果

● 栽种瓜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