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李进 侯翠 记者
孙艳艳）春回大地，万物复苏。2月22日，
由洛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多方联系引进
的万头肉牛养殖场一期工程项目，正在槐
柏镇白家咀村热火朝天地开工建设。施工
现场，一台台推土机轰鸣作业，一辆辆运输
车来回穿梭，对场地进行平整。

万头肉牛养殖场是由延安兴聚农业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是集饲草料种植加
工、肉牛繁育、品牌塑造、有机肥生产于

一体的肉牛产业延链、补链、强链的市级
重点项目。该项目占地面积300亩，总建
筑面积 7万平方米，总投资 2亿元。该项
目的建设实施不仅可以使周边农民闲置
的土地得到充分利用，还可以为周边村
子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有效实现
农户就业增收。

“项目分为两期进行建设，一期工
程总投资 8000万元，预计 10月份可完成
圈舍建设、设备安装及调试投入使用，二

期项目建设将在 2024年 10月底完成。
项目建成后可养殖肉牛 1万余头。”延安
兴聚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飞向记者介
绍说。

洛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副主任薛
强告诉记者，该项目建成后，可向全县提
供200个就业岗位。同时，该项目每年生
产 5万吨牛粪，可为 2.5万亩果园提供优
质有机肥，形成果畜结合循环发展的生
态农业模式。

与此同时，洛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
心争取的总投资为1690万元的生猪屠宰
场改造项目、500只羊场项目和 300头肉
牛场项目也已开工建设，年内将建成投
用。这些项目建成投产后，不仅可以扩
大全县的畜禽养殖体量，而且还将逐步
完善畜禽产业体系，使“果畜结合、循环
发展”的模式更健全，成为推动洛川苹果
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
有效途径。

“畜”势待发开工忙

他力量乡村振兴

20232023年年33月月22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33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李瑞李瑞 视觉视觉//李延庆李延庆
组组 版版//景小燕景小燕 校对校对//尉丹尉丹

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大家谈乡村振兴

进行时乡村振兴小康梦圆

初春时节，乍暖还寒，勤快的庄稼人
不误农时不负春，纷纷走进设施大棚开展
农业生产，大棚内洋溢着浓浓的春意。

清晨，在安塞区化子坪镇冯岔村，正
在日光温室里采摘茄子的菜农冯新利敏
锐地感知到温度和风的细微变化，瞅瞅日
头，看看时间，拉开了大棚的帘子。

冯新利是个老菜农，已经种了 20多
年的大棚。他高兴地说：“现在，我种植的
茄子每斤能卖到3.3元。按照目前的市场
价格计算，一年下来，我可以挣 8到 9万
元。”

近年来，安塞区坚持把设施蔬菜作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的
支柱产业来抓，狠抓设施蔬菜基地建设、

“三改一提”关键技术集成推广、蔬菜精深
加工、市场营销等，有力推动了设施蔬菜
产业高质量发展。

设施蔬菜是一项朝阳产业，现代农业
特征明显。围绕“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
产效率、增加经济效益”的目标，安塞区大
力实施“科技兴菜”战略，着力产业质量效
益。创新推广了安塞“九五”式温室结构，
完成旧棚改造 1798座，全区“九五”式温
室占比达92%，并在陕北地区广泛推广。

冯新利只是安塞区推广设施蔬菜的
受惠人之一。产业兴，则百姓富。在安塞
区，“菜篮子”鼓起了不少村民“钱袋子”，
让当地群众的种植积极性越来越高。

如今，在显著效益促动下，安塞设施
蔬菜面积以每年 2000亩的速度快速推
进，设施蔬菜产业已经成为农民接受程度
最高、乡村振兴效果最明显、综合收益最
好的一项农业主导产业。

设施蔬菜累计发展面积 7.1万亩，其
中日光温室5.5万亩，弓棚1.6万亩；

2022年果蔬总产量 31.8万吨，产值
14.16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37.1%；

新型日光温室平均收入在 7万元以
上，从业菜农人均收入4.7万元。

…………
实践证明，安塞设施蔬菜是一项致富

产业，坚定不移做大做强设施蔬菜全产业
链已成为全区干部群众的共识。目前，设
施蔬菜产业涉及安塞区9镇、3个街道，覆
盖118个自然村，有2.76万人从事设施蔬
菜种植，从业农民占农村常住人口的三分
之一以上。

稳定的产业规模带动了稳定的市场
和效益，稳定的市场和效益促进了全产业

链快速发展。
在安塞区化子坪蔬菜分拣中心，一箱

箱经过分选打包好的蔬菜，正陆续装车，
即将发往西安、银川等地。

负责人张胜忠说：“以前，我拉菜都是
混装，有大有小，出去卖的时候全是‘二级
货’，卖不上价。现在经过分选，蔬菜被包
装成精品直接供到超市，每斤的价格能比
之前高出5毛钱。我在收购蔬菜的时候，
给菜农的价格也就高一些。”

2022年，安塞区与上海容邦、西安黄
马甲等企业达成订单销售、品牌培育方面
的合作，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了蔬菜价
格，增加了农民收入和蔬菜整体效益。

该区蔬菜技术推广与营销服务中心
副主任高向瑞介绍说，目前，安塞区集中
连片区域蔬菜基本实现分级包装销售，通
过分级包装销售，蔬菜价格平均每斤提高
0.3元。在保障周边市县和西安市场供给
的同时，安塞蔬菜还销往银川、武汉等地，
已形成稳定的销售市场，特别是安塞茄子
在西安的市场占有率已超过60%。

“只要我们选出来的菜贴上咱们安塞
优选的标志，人家店铺都抢着要，我们的
蔬菜都是提前就预订好的。”张胜忠说。

品牌就是产业链。近年来，安塞区成
功注册“塞北鼓乡”“鼓乡菜圃”“鼓乡绿
园”等7个蔬菜商标，“安塞茄王”“侯沟门
黄瓜”等多个果蔬品牌深受西安、武汉等
地市场欢迎。

走进安塞工业园区，延安金源鸿餐饮
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抓
紧时间将采购回来的蔬菜进行分选、分
切、清洗、打包。

“我们把加工好的菜主要配送到县
城 3所小学和部分单位食堂，每天加工
量差不多是 3300斤左右，其中 80%以本
地农户种植为主，目前产值能达 1000余
万元。”延安金源鸿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是
一家以大宗食材配送、净菜配送及劳务
服务为主营业务的配餐中心，董事长封
华表示，随着安塞区蔬菜产业链的发展，
公司将采取“公司+农户+基地”的模式，
做好产业链发展中的关键一环，在公司
发展壮大的同时，带动种植、养殖农民发
家致富。

目前，安塞区建成蔬菜分级包装点 3
个、蔬菜净菜加工生产线 2条，建起果蔬
预冷保鲜库 1.8万立方米，年净菜加工能
力1000吨以上，实现产值2400万元。

蔬菜产业“链”起绿色新希望
记者 刘小艳 王冬

● 采摘茄子

果农观摩学技术
拓展思路促增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快
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
组织振兴。”这为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乡村文化振兴
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支撑。推动乡村振兴，
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更好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挖掘乡村文化资源。我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
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广大乡村蕴藏着充满特色
风情的文化资源。就物质文化层面而言，乡村有着大
量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
迹、灌溉工程遗产以及自然风光、田园景观等；从非物
质文化层面来说，乡村的民族节庆、传统民俗、戏曲曲
艺等文化资源也十分丰富。我们要深入挖掘乡村文
化中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
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
用。同时，要因地制宜，立足乡村实际，把乡村文化与
现代文明要素、农村农民发展需求等结合起来，汲取
城市文明及其他文化优秀成果，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
推动优秀传统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
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丰富表现形式，释放乡村文
化的内在魅力，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引领乡村风
尚向上向美向善，使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更加强劲。

培育乡村文化人才。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关键在
人。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也是乡村文化创造和实
践的主体。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加强对乡村本土文
化人才的培育。一方面，打造以普通高等学校、职业
学校、研究机构、文化企业等为依托的文化培训基地，
着力提升农民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另一方面，引
导文化工作者、文化志愿者、艺术类专业师生等深入
乡村对接帮扶。专业人员可依托农民掌握的具有潜
在价值的文化资源，从作品创作、技能展演、场景构
建、活动开展、研学组织、服务提升等方面，帮助农民
进行多维度、系统化创新应用，切实调动农民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在这个过程中，专业人员要明确角
色定位，重引导而非主导，重培育而非代替。探索建
立“在地驻村”与“云驻村”相结合的工作机制，持续培
育乡村本土文化人才。同时，健全引才机制，营造良
好环境，吸引和保障文化从业者、相关院校毕业生等
为乡村文化振兴贡献力量。

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是集智力、创意、
人才等为一体的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有助于发挥文
化赋能作用，助力乡村振兴。各地文化资源禀赋不
同，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保护
利用，需要突出地方特色和产业特点，促进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激发优秀传统乡村文化活力，培育乡村
发展新动能。例如，手工艺资源丰富的乡村，可以加
强民族优秀传统手工艺保护和传承，鼓励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艺术家等走进乡村，带动农民结合实际，
运用现代创意设计、科技手段和时尚元素开展手工艺
创作生产，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进行品牌合作，推动
手工艺特色化、品牌化发展，提升经济附加值。人文
底蕴深厚的乡村，可以将更多美术、艺术元素应用到
乡村建设中，创办特色书店、剧场、博物馆、美术馆、文
创馆等，让欣赏美、追求美、塑造美成为乡村文明新风
尚。生态秀美的乡村，可以通过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开发适合大众康养、休闲、体验的文旅产品，推动创意
设计、演出等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培育文旅融合新
业态新模式。 （来源：《人民日报》）

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丛志强 赵宏伊

本报讯（记者 王静 通讯员 贺功）
三月樱花开，五月樱桃熟。走进宝塔区甘
谷驿镇东镇村的一座大棚内，一片春意盎
然的景象。粉色的樱桃花一簇簇竞相绽
放，一阵阵幽幽清香拂面而来，饱满圆润
的樱桃挺拔生长，满园春色美不胜收。

近日，甘谷驿镇东镇村温室大棚内的
樱桃花陆续开放，在樱桃园里打工的村民
正忙着对果树进行控温、疏花和疏果，确
保今年的大樱桃能丰产丰收。

东镇村地理位置优越，光照充足、温
差大，非常适合发展樱桃。最近几天，温
度忽降忽升，这对大棚里的温度控制提出
了一定的要求。“今年，我特别引进了控温
控光技术，便于大棚管理和采摘。同时，
搭配实施羊粪、有机肥，樱桃挂果均匀，果
实饱满圆润，肉甜汁多、色泽鲜红，采摘后
一定能卖个好价钱。”樱桃种植户苏忠宁
高兴地说，“今年，我种植的4座大棚樱桃
于3月初成熟，其他的将分批次于5月陆
续成熟。预计每棵樱桃树销售额达到
4000元，500棵预计产值近200万元。”

苏忠宁是甘谷驿镇东镇村人，早年在
外谋生。2019年，在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
的政策吸引和村委会的支持下，苏忠宁下

定决心回村发展产业，他通过四处拜师学
艺，潜心学习樱桃种植、管护技术，一口气
承包了村集体23座温室大棚，迁植樱桃苗
500株。2021年，他成立骏怡农业有限责
任公司，大棚樱桃对外开放采摘和销售，
长期雇用了5个村民帮他一起管护樱桃大
棚，每人每年收入1.2万元。

东镇村素有发展棚栽的传统。近年
来，在甘谷驿镇党委、政府的鼓励和引导
下，该村积极进行了产业升级，不断探索

“特色种植+休闲采摘”的发展模式。截
至目前，甘谷驿镇共建有温室大棚 108
座，其中樱桃园 23座，各类蔬菜、西瓜、
小瓜等时令果蔬85座，满足不同人群全
时段需求。东镇村也依托“村集体+公
司+农户”模式，集体经济实现了从无到
有、由小到大，群众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
显著改善，农民收入稳步增长。

乡村振兴要靠产业、产业发展要有特
色。该镇副镇长白晓宏介绍说，今年，甘
谷驿镇立足资源优势，继续大力发展红薯
特色产业种植和樱桃、冬枣、西瓜、小瓜等
设施温室大棚，全面推进农业产业现代
化，让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铁饭
碗”，为乡村振兴插上腾飞的“金翅膀”。

樱桃花儿开 幸福日子来

● 打工农民为樱桃覆膜

本报讯（通讯员 李旭 记者 王静）“这次出来
参观学习，让我有很大的收获，不仅了解了其他果园
的建设情况、发展现状以及运营管理模式，更解决了
当下春季管护阶段树枝修剪、防冻、病虫防治、施肥等
技术方面的问题。”参加完镇上组织的观摩学习后，宝
塔区姚店镇柏林湾村果农钟国军深有感触地说。

近日，宝塔区姚店镇组织果业站技术人员、部分
村党支部书记、种植大户等 30余人，来到甘谷驿镇李
家河村美丽果园和桥沟烟洞沟村马文昌家庭农场，学
习和借鉴果树管理的先进经验和做法，解决果农在果
树种植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问题，增强和提高果农种植
技能。

“果树通过修剪形成稳定的结果枝组，改善通风
透光的条件，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为高产、优质、
稳产、低耗创造条件。”在甘谷驿镇李家河村美丽果
园，果业站站长李小飞对修剪、追肥、清园、花前复剪、
防冻保墒、疏花疏果、病虫害防治等相关种植技术做
了详细的讲解。全体参观人员认真倾听，并与当地苹
果种植大户沟通交谈，学习和了解苹果种植经验。

苹果产业是姚店镇实现群众增收致富的有效途
径之一。近年来，姚店镇坚持规模化种植、精细化管
理，以“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发展山地智慧果
园，加大美丽果园的生产道路、防雹网等基础设施建
设力度，加强科技支撑，实现果树生长全过程智慧化
管理。同时，该镇健全线上线下销售网络，狠抓苹果
产业后整理，积极构建产销一体化生产体系。

“春季果园管理，不仅直接影响着果树新一年的
生长坐果率，还关乎果农们一年的经济效益。通过此
次观摩学习，大家既发现了差距，又为今后果业发展
找到了可借鉴的路径和模式，为发展果业转型升级、
壮大村集体经济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做法。”姚店镇果
业站站长雒峰说，“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抓培训强管
理，抓示范促增收，以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
振兴、果农增收致富。”

● 清洗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