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行时乡村振兴

农时节令到处暑，早秋作物陆续熟。近日，宝塔
区甘谷驿镇唐坪村种植的早熟红薯喜获丰收。在唐
坪村红薯种植基地，红薯藤叶郁郁葱葱，随着拖拉机
的轰鸣声，一窝窝皮色鲜艳，薯形优美，肉色红润的红
薯从土地中刨出，村民们忙着铲秧、揭膜、分拣，一片
丰收的景象。

唐坪村红薯种植基地是甘谷驿镇于2019年打造，
由兴民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承包、统一经营，
共种植红薯 500余亩，涵盖白玉（哈密）、老品种（胜利
百号）、“甘红宝贝”（脱毒老品种）3个品种。唐坪村
红薯一直以薯形均匀、糯而不粘、无筋无丝、甜度适
中、营养价值高广受市场欢迎，这得益于合作社统一
标准、统一科学化管理。目前，该村已经形成了集红
薯育苗、种植、储藏、分拣、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
业链。

“这几年，甘谷驿红薯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为
了缓解红薯大量上市的压力，我们在今年 4月中上旬
就开始栽种红薯，提前了差不多一个月，现在开始挖，
刚好也提前一个月丰收，打了一个时间差，希望能卖
一个更好的价钱。”兴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唐
亮介绍道，“目前早熟的是白玉红薯，这个品种的红薯
口感好、甜度高，在去年的销售过程中深受市场青
睐。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白玉红薯一斤6元，平均亩
产3500到4000斤，以85%的商品率计算，白玉红薯每
亩能卖到1.7万至2万元左右。”

唐亮还介绍道，刚刚挖出来的红薯，并不着急上
市，还需要分拣，剔除残次薯，只保留商品薯，并储藏
至少一周，让红薯逐渐糖化，这样才能保证上市的红
薯品质好、口感佳、受欢迎。

近年来，甘谷驿镇充分挖掘土地资源、生态资源、
人文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优势明显、特色鲜明的红薯
种植产业，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产业发展
模式，鼓励引导公司、合作社进行规模化、标准化生
产，已建成红薯高标准种植园区6个，规范带动全镇种
植红薯面积突破 1万亩，产值近亿元。并与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延安市农科院等科研院校建立“产学研”合
作科技示范基地，推广脱毒育苗等先进种植技术，确
保红薯品质保留，效益提高。

早熟红薯喜丰收
通讯员 贺功 记者 王静

● 早熟红薯成熟，村民忙着分拣装箱

他力量乡村振兴

把智慧和汗水洒在乡村沃野
——记宜川县秋林镇上葫芦村第一书记任秀云

通讯员 周腾腾 李宁

走进安塞区坪桥镇高家湾村蔬菜大
棚基地，一座座日光温室大棚鳞次栉比，
棚里西红柿红彤饱满，黄瓜条顺鲜嫩，辣
椒翠绿光滑，豆角细长稠密……满眼生
机勃发。

“新菜农”冯玉胜正在他家的蔬菜大
棚里忙活。满棚的豆角藤蔓在高高的架
上青翠葱茏，又长又嫩的豆角挂满架。

“这种架豆口感特别好，而且生长周
期短、产量高，每亩产量在3000斤左右，
两个多月就已经成熟上市了。”冯玉胜穿
梭在豆角藤蔓间，动作娴熟地采摘、分
拣、装运豆角。他说，自家的大棚豆角豆
小肉厚，味道鲜美，品相好、品质硬，销售
很火爆。

说冯玉胜是“新菜农”，是因为他还
是一位“老果农”，种植苹果也有十来年
时间了。

乡村振兴，产业建设是关键。高
家湾村地处安塞区坪桥镇东南方向，
地理位置偏僻，条件相对艰苦。村上
大力发展山地苹果产业种植，累计建
成果园 1200多亩，让村民有了稳定的
产业收入。

曾经担任高家湾村党支部书记 20
余年的冯玉胜就是村上的苹果种植大户

之一。
“村上大部分村民家都有果园，但是

我们的种植技术、管理手段、销售渠道等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滞后。”冯玉胜说，这
两年，区果业局的干部边防作为第一书

记驻到村上，利用自身果树种植管理专
业技术优势，帮助村民积极提高果园质
效，让高家湾人的苹果树结出更大更红
更多的“幸福果”。

“高家湾村的主导产业就是山地苹

果，村民发展产业的积极性也很大。所
以我们联系协调包扶单位，每年投入10
万元发展苹果产业，定期开展果树管理
技术培训，尽最大可能帮助果农节省投
入、提升技术、提高产出、扩大收益。”正
在果园里和果农一起修剪果树的边防
说，为了让高家湾村的产业基础更加坚
实，让高家湾人的收入渠道进一步拓展，
村上在积极提升苹果产业质效的同时，
去年又新建了21座、2100米新型日光温
室大棚，大力发展设施农业产业。

冯玉胜给自家租了棚种上了豆角，
在“老果农”的身份上又贴上了“新菜
农”的标签。目前，全村的大棚都到了
收获季，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销售新鲜
瓜菜。

“今年架豆上市以来，市场收购价格
基本稳定，每斤的价格在 2.5至 3元之
间。这一棚下来，少说也能收入 6万多
元，今年种豆角算是‘捞’着了。种大棚
我是个新手，第一次种就能有这么好的
收入，确实是没想到。”冯玉胜开心地说，

“村里还有人种了大棚西小瓜，收入更
好。现在我们高家湾村是果园结着‘幸
福果’，大棚好比‘致富盆’，大家的好日
子且有奔头呢。”

朴实的外表下，有着巾帼不让须眉
的责任和担当，扎根农村 12年，曾在多
个岗位上锻炼学习，2022年初经组织选
派，宜川县农业农村局推荐任秀云到秋
林镇上葫芦村担任第一书记。

驻村后，任秀云第一时间与驻村队
员到党员家中走访，发现部分党员参与
村中事务积极性不高。为调动党员积极
性，她确定了“乡村要振兴，党员作表率”
的思路，召开上葫芦村“献一计、办一事”
党员大会，共征集发展建议9条，对思想
出现滑坡的党员干部进行谈心谈话，调
动党员积极参与村中事务，充分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凝聚了基层组织力
量，共同营造出“全体党员齐参与，村级
发展共谋划”的干事创业氛围。

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上葫芦
村将 40亩撂荒地平整出来发展连翘产
业，采取“村集体生产管理+公司联营
服务”的运营模式，与公司签订高于市
场价 0.5元收购合同，既保障了销路，
还将利润最大化，预计两年后连翘园
纯利润在 16万元以上。村上还特邀西
农大王渭玲教授对连翘修剪管理技术
进行指导，进一步提升了村民发展连
翘产业的技术和信心。

任秀云还积极协调帮扶单位，争取
到了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 50
万元，购置了装载机、挖掘机各 1台，车
辆由上葫芦村“两委”规范化运营，累计
创收8.5万元。2023年5月，上葫芦村被
评选为县级先进村集体组织奖。

上葫芦村地理位置优越，苹果是支
柱产业，由于产业起步早，老园面积达
863亩，占总面积的 30%，产量和品质都
不高，群众增收效果不明显，2021年被
确定为低收入村。任秀云驻村后看
在眼里，急在心上，她和村党支部书
记多次外出考察瑞雪、瑞香红等新优
品种，并入户讲解新品种的优势，及
时召开村民大会确定改造户名单、品
种、面积，两年来共栽植新优品种 352
亩。为提升村民防灾减灾能力，她组
织动员村民搭建防雹网 564 亩，有效
抵御了冰雹灾害。同时，继续做好

“三项技术”落实工作，争取实施了百
亩“美丽果园建设项目”，2022年村民
人均增收2000元。

通过走访，任秀云发现村民呼延鹏
因脑干出血导致半身行动受限，年纪轻
轻的他神情木讷，父母满脸愁容，两个孩
子闷闷不乐，整个家庭笼罩在乌云中。
任秀云通过审核程序将呼延鹏纳入“监
测户”，帮助其申请到低保和残疾人补
贴，使他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呼延鹏
现已被聘用为村级保洁员。任秀云还帮
助患病的村民李冬梅落实了低保，疏导
遭遇家庭变故的李彩虹走出困境并落实
了临时救助……一年多来，她累计帮助
群众解决烦心事11件。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任秀云坚信，
农村天地，大有可为，自己要扎根基层，
多措并举推进乡村振兴，为实现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的新农村持续贡献力量。

冯玉胜：既当果农 还做菜农
记者 刘彦 通讯员 潘燕燕

● 冯玉胜采摘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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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梦圆

眼下，正值洛川早熟苹果上市之时，
走进满眼翠绿的果园里，颗颗鲜红的苹
果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收购点上，果农
们忙着清点搬筐，脸上透露出收获的喜
悦。

8月 23日，在洛川县老庙镇街道旁
一处嘎啦苹果收购点前，老庙镇高阳村
果农宋忠怀正忙着将苹果从车上搬下
来，以便工人挑选。

“这是今天交的是第一车，每公斤
7.5元，价格很好，估计今年早熟苹果能
卖 3万多元。”宋忠怀介绍说，他家里有

12亩苹果园，今年早熟苹果套了 2万
袋。因为数量不多，加之下雨后果园大
型车辆进不去。所以，他和老伴一大早
就去果园采摘了十几箱苹果，用小车运
到镇上苹果收购点。

这样的苹果收购点，在老庙镇街道
旁有 20余处。苹果经纪人王怀礼就是
其中一处苹果收购点的负责人。

“我主要给四川的客商收购苹果，苹
果主要发往广东、深圳、湖南 3个市场，
截至目前大概收了 7000斤左右。”王怀
礼告诉记者，他从事苹果代办十几年，每

年这个时间早早都会前来这里蹲点收购
苹果。

在距离老庙镇政府5公里的板胡村
果农解贵生的果园里，10名工人正忙着
采摘苹果。种植苹果 10余年的解贵生
是村里有名的种果能手，在他的精心管
护下，今年种植的早熟嘎啦苹果早早就
被客商订购了。

“今年苹果市场行情不错，我订了每
公斤7.6元，与去年价格一样。今年苹果
的个头大，色泽好，整体品质特别好，肯
定会比去年收益更高。”解贵生高兴地

说。
据了解，2023年，洛川县预计苹果

总产量112.78万吨，其中，以嘎啦为主的
中早熟苹果产量约15万吨。

“目前，嘎啦苹果预定1.5万吨左右，
70mm 以上统货均价 7.4~8.4 元/公斤，
70mm以上商品果均价 8.4~9元/公斤。
在销售过程中，我们会引导果农积极做
好顺价销售，不要互相攀比、惜价、等价
销售。同时，做好采收后的有机肥投入，
确保树势尽快恢复。”洛川县苹果营销服
务中心副主任王文宏表示。

嘎啦苹果“抢鲜”卖
通讯员 田伟 王文斌 记者 孙艳艳

本报讯 （通讯员 高诚 记者 李
欢）近日，走进延川县永坪镇黄家圪塔
村村民高斌杰的大棚，只见大小不同的
西红柿掩映在片片绿叶中，长势正好，
高斌杰正在过道间对西红柿枝蔓进行
打掐。

“我种了 6个棚，开春种西瓜，一棚
西瓜卖了 8000多元，下半年全部种了
西红柿，估计 9月份就可以上市了。”
高斌杰高兴地说。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黄
家圪塔村以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
增加村民收入为核心，依托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大棚蔬菜特色产业，现有“95”
式大棚 100座，拱棚 226座。一座座蔬
菜大棚不仅丰富了城乡居民的“菜篮
子”，也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种植大棚让村民得到了实实在在
的收益，大家种大棚的热情越来越高
涨。但是，优质的蔬菜种出来了，如
何才能卖出更好的价钱？今年 4月份
起，黄家圪塔村开始在村中建设农副
产品加工销售基地，并于 7 月初建成
运行，主要销售西红柿、西瓜、蔬菜等
20 多种农副产品。厂房建筑面积
1300平方米，总投资 415万元，资金主

要来源为 2023 年乡村振兴统筹整合
资金。

在黄家圪塔村农副产品加工销售
基地内，记者看到，宽敞明亮的成品储
存展示车间内，摆满了各类农副产品，
在包装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娴熟地操作
着设备，对小米进行包装和装箱。

“我主要是包装小米、红枣等农副
产品，工作离家近，方便照顾娃娃和老
人，收入也稳定。”工厂员工刘瑞说。

记者了解到，基地主要分为生产
车间、包装车间、展示车间等五大功
能区，采取“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公司

（团队）+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由
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不
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还为周边农户
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我们将充
分发挥空军帮扶团队资源优势，利用
832消费帮扶平台，实行订单式销售，
进一步提高农户收益。”包村干部高婷
说。

兴产业、带就业、促增收。如今，随
着黄家圪塔村农副产品加工销售基地
的建成和使用，增强了村民自我“造血”
功能，村里富余劳动力得到解放，更是
让群众的幸福感看得见、摸得着。

就地加工土特产 市场卖出好价钱

“今年三茬瓜亩产值达到了1.5万元以上。刨去各
种成本，一亩地估计能赚几千元。”处暑过后，山西省运
城市夏县西瓜的收获季进入尾声，瓜农黄春明一算账，
他种的21亩西瓜收入颇丰，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

黄春明家原来住在山上，家里只有一点山坡地，
全靠种粮食养不了家，他和爱人还都要外出打工。“现
在种了西瓜，很多瓜农都买两辆车，一辆轿车、一辆工
具车，日子就像瓜瓤一样甜。”他说。

在夏县，像黄春明一样种瓜的农民还有很多。据
不完全统计，夏县种瓜户超过1000户，年产值超6亿元。

田红卫是大规模包地种瓜较早的一个，逐渐成长
为当地的种瓜带头人。从1991年开始，他就琢磨怎么
种西瓜能让日子变“甜”。

1994年，田红卫包了 30多亩地种植西瓜，并在西
瓜上贴了印有自己姓名和电话的标签：“不熟包赔”，
尝试打造品牌。

同时，田红卫还开始和农业专家合作，把自己的
瓜田变成专家们的试验田。这些专家有的擅长育种，
有的研究田间管理，有的专搞土壤改良，时间一长，成
果就都出来了。

在田红卫和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西瓜越种越
甜，品质越来越好，价钱也水涨船高。最高时，一斤西
瓜能卖到2元至3元。他开始将带领更多农民致富的
想法落地。

“我在一片地区培养一个‘片长’，把种植技术手
把手教给他，还不断通过培训更新技术。”田红卫说，
自己选“片长”一定会选热心肠的，愿意把技术原原本
本传授给种瓜农民。

西瓜种出来了，要想卖得好，就要培育好口碑。
2015年，夏县成立了西瓜种植协会，协会成立后着手
整合品牌，将原先多个品牌统一为“夏乐”牌；实施技
术管理、包装销售等“十统一”运营管理模式，提高西
瓜的品质和一致性。黄春明就是这个协会的成员。

“只要有原来种田的基础，一培训，就知道怎么种了。
我这才是第二年种瓜，收入就已经上来了。”黄春明说。

为了确保品牌美誉度，西瓜种植协会还从卖过七
八年以上西瓜的商贩中，招募了 10余名验瓜师，在西
瓜进入市场前就对西瓜的品质进行把关。每个西瓜
的商标上，还有一个专属的二维码，可以直接溯源到
每一户瓜农。

“现在全国很多大城市的商超里，‘夏乐’品牌的
西瓜深得消费者和销售商的认可。”田红卫说。

神州故事汇乡村振兴

山西夏县瓜农：“日子就像瓜瓤一样甜”
新华社记者 许雄 魏飚 柴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