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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小康走进乡村

3.8万亩晚熟苹果丰收了

● 晚熟苹果喜丰收

本报讯 （记者 王静 通讯员 班彩
彩 实习生 延昕遥）近日，走进宝塔区临

镇镇的塬峁山梁，目之所及皆是累累硕
果。今年，该镇的 3.8万亩晚熟苹果迎来

了丰收季，果园里处处弥漫着沁人心脾的
果香，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映红了果
农的笑脸。

在该镇庙塬村，果农李延军正带领工
人们忙着采摘苹果，他高兴地说：“今年，
我们种植的富硒苹果品质好、甜度高，产
量也不错。我家的 10亩果园，每亩产量
在 3250公斤至 3500公斤左右，每公斤售
价 12元。现在，我已经卖出去 1万公斤
了，其余的苹果我打算放在网上卖，效益
应该也相当可观。”

该镇义家塬村马子良小组村民贺建
新同样喜不自胜，“今年的雨水好，种出来
的苹果个儿头大、着色好，不但价格高，卖
得也很快，收购商早早地就来我这里订货
了。我算了一下，家里的3万公斤苹果预
计能卖20多万元。”

相距马子良小组不远的任家塬村，一
阵阵欢声笑语飘荡在果园上空。“今年的
果价好，每公斤 7.6元的通货价我很满
意。按照这个行情，我今天的收入低不
了。”果农刘佰生一边干劲十足地采摘着
苹果，一边高兴地说着。

果园边，工人们正在熟练地对苹果进
行分拣、打包、装箱，客商们则用最快的速
度装车，让优质的临镇苹果及时发往全国
各地。

“现在正是苹果大丰收的时候，需要
用人，我每年这个时间都出来干一些筛果
的活儿，已经很熟练了。今年，我已经干
了十几天了，每天有200元的工钱。在家
门口干活儿很方便，还能赚点钱补贴家
用。”任家塬村村民刘志琴说。

目前，临镇镇种植苹果面积共 4.7
万亩，挂果面积 3.8万亩。每年采收季
节，一部分苹果会直接给果商出售，另
一部分通过电商进行线上销售，通过

“线上+线下”的模式打通农产品销路，
促进群众增收。

“我们通过科技引领、示范园引领，推
广各类栽培模式与最新的示范技术，推动
全镇果业高质量发展。接下来，我们将继
续培优苹果品种，提升苹果质量，大力推
进苹果产业发展，真正把苹果发展成为群
众的摇钱树、致富果。”该镇副镇长沙宝旭
介绍说。

进行时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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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旧院子一直闲置，荒废后
长满了荒草，现在平整成土地，我种了
玉米，卖了也是一笔收入，比闲置强多
了。”近日，洛川县杨舒便民服务中心太
月村村民郭宏亮看着即将成熟的玉米
高兴地说。

太月村位于杨舒便民服务中心东南

方向，距县城约 35公里，是一个脱贫村。
2006年建设新农村，该村搬迁后旧村的百
余户宅基地闲置。由于荒废时间较长，部
分窑洞成了危房，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为了清理空闲宅基地，避免浪费土
地资源，我们村实施旧村还田，平整复垦
土地 120余亩，既解决了安全隐患，同时

也为群众增加了收入。”太月村党支部书
记郭书生介绍说。

太月村土地相对较少，人均不到2亩
地，加之发展苹果产业较早，果树品种老
化，产值不高。为了调整产业结构，扭转
局面，太月村大力推进矮化密植建园。目
前，该村新建矮化密植示范园130余亩。

“通过矮化密植示范园的示范带动
效应，让群众看到果树品种更新换代的
必然趋势，新建的果园也实现了当年栽
树次年挂果的预期效果。”郭书生说，下
一步村上将进行再动员，继续扩大矮化
密植建园的面积，让苹果树成为群众的

“摇钱树”。

闲置旧院子 变身产业田
通讯员 李冯辉 郭玉侠 记者 孙艳艳

秋景总醉人，秋实更喜人。近日，记者走进甘泉县
下寺湾镇胡皮头村，满地的红薯映入眼帘。种植户们
正热火朝天地撕膜、挖掘、采摘、装箱，刨红薯机也在这
片“甜”地来回穿梭、运转不停，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

“我今年种了150亩板栗红薯，产量能达到2500公
斤左右。政府的惠农政策就是好，明年我准备扩大一
下种植规模，在红薯的深加工方面多下功夫，争取有更
好的收益。”白雪红是下寺湾镇最早种植红薯的农户，
从2018年开始，她种植红薯已经有6个年头了。如今，
村民们也亲切地称她为“红薯姐”。

近年来，甘泉县大力支持发展红薯产业，为红薯种
植户免费发放地膜、肥料，安排农技专家现场指导种植
技术，在白雪红等种植大户的示范引领与惠农政策的
加持下，下寺湾镇的红薯种植规模逐年扩大。截至目
前，该镇已经带动8个村37户63人发展红薯产业。

在红薯种植上，下寺湾镇大力实施特色种植，主推
新技术的应用，采用起垄覆膜铺滴灌一体机、刨红薯机
等设备，降低种植成本，提高红薯产量。同时，通过“合
作社+基地+贫困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充分发挥合作
社上连市场、下连农户的作用，并注重多渠道营销宣
传，确保销路畅通。从 2018年发展红薯产业至今，下
寺湾镇共带动周边群众务工 1500余人次，人均增收
1000元以上。

下寺湾镇副镇长高延峰介绍说，该镇的红薯产业
目前已经达到 1000亩的发展规模，今年预计产量达
225万余公斤，产值超过 550万元。接下来，下寺湾镇
将依托甘泉大峡谷旅游，打造一批以家庭农场为主的
红薯种植基地，在红薯的深加工上继续下功夫，进一步
提高红薯的附加值，实现全镇农业产业接二连三融合
发展，加大营销宣传，品牌打造，争取把红薯产业做大
做强，促进农民增收。

走进延长县罗子山镇王满村的田间地头，放眼望
去连片种植的红葱绿意正浓、长势喜人，微风吹拂送来
阵阵葱香。

“红葱好种植，基本上不用花太多功夫管理。”村民
王昌清一边忙着采收红葱，一边介绍起他的好收成。

“我种了五六亩葱，一年能收入 4万多元，收益很不
错。”

据该村党支部书记王雪强介绍，王满村种植的山
地红葱耐旱耐寒且成活率高，全村共栽植红葱100亩，
亩产量平均可达750公斤左右。按目前市场价每公斤
10元计算，红葱亩产值达7500元以上。

“下一步，我们将扩大红葱种植面积，同时协调农
业部门，加强技术指导和服务，提高红葱的产量和品
质。”王雪强说。

近年来，延长县罗子山镇将红葱栽植作为促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支柱性特色产业之一，充分发挥区
位优势，不断加强政策支持，鼓励村民扩大红葱栽植规
模。目前，全镇共栽植红葱千余亩，凭借这一产业，村
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也让罗子山镇发展特色产业更
加“葱”满干劲。

罗子山镇镇长刘志强表示：“我们将加大政策扶持
力度，开展绿色产品认证，打造罗子山红葱绿色品牌，
增强市场竞争力，实现红葱扩规增效。同时，通过电
商、客商、网络等多种途径，拓宽红葱销售渠道，增加群
众收入。”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东霖 牛荣 记者 王静）金秋
时节，延安秋意渐浓，但在宝塔区桥沟街道烟洞沟村的
果园里，苹果丰收让果农们忙得热火朝天。

“今年，我们的苹果亩产预计有4500公斤，明年力
争突破 5000公斤。”果农马文昌高兴地说。走进马文
昌家庭农场，矮化密植的果树整齐排列，自动化防雹网
为苹果保驾护航，开阔的行距为机械化作业留足空间，
水肥一体化的滴灌设施贯穿其中，地上种植的油菜花
更是成为苹果的天然肥料。通过新的品种、新的技术、
新的管理方法，让马文昌家庭农场不仅成为了现代化
果园，更让苹果产量大幅增长、品质不断升级。

自全面实施乡村振兴以来，宝塔区结合实际情况，
设立苹果产业发展的专业领导和技术指导机构，并在
实践中致力于果树的栽培与技术创新，探索出了

“3233”苹果矮化密植栽培全新模式，而马文昌家庭农
场正是“3233”管理模式下的示范园区。

来自湖南的游客刘芳是第一次慕名来到马文昌家
庭农场采摘苹果，她说：“我是来延安旅游的，品尝了一
次延安苹果后，觉得这里的苹果脆甜多汁，味道特别
好，所以就自己来采摘一箱寄给我的家人们，让他们也
尝一尝来自革命老区的苹果。”

马文昌家庭农场不仅采取线下售卖的方式，还积
极推行“认养一棵苹果树”活动，在果园里随处可见挂
牌果树。市民和游客通过扫描果树上的二维码，就可
以看到认养果树的生长情况。2022年，仅这一项业务
就给马文昌带来了72.2万元的收入。

“今年，我们又带动了14户村民发展产业，扩展种
植了300亩苹果，苹果树成活率达到了99%，预计明年
就能初挂果。”说起如今的日子，马文昌喜笑颜开，“苹
果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单单是树上的红果果，更是农民
兜里的‘金蛋蛋’。”

“葱”劲足 满塬香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李浩楠

红薯甜 上心头
记者 谷嫦瑜 通讯员 张轩钰

树上红果果 兜里“金蛋蛋”

金秋十月，硕果盈枝。日前，吴起县
的山地苹果迎来了丰收季，走进果园，成
熟的苹果个个通体红艳、圆润饱满，果农
们正在抓紧时间采摘苹果。在交易地点，
来往的车辆络绎不绝，周边的果农开着一
辆辆满载苹果的三轮车、小货车前来售卖
苹果，挑选、装箱、称重、装车、点钞，一幅
苹果丰收画卷徐徐展开。

苹果喜丰收 果农敲开致富门

连日来，庙沟镇大岔村村民郭彦庆夫
妻俩每天早上 7点就带着 10余名工人开
始了一天的忙碌。大伙儿一边忙着采摘
果子，一边唠家常话丰收，果园里充满着
欢声笑语。

郭彦庆之前是一名砖瓦工，每年四处
奔波，收入较低。2015年，郭彦庆回到村
上开始种植苹果，经过多年发展，如今成
为了远近闻名的果树管理“土专家”。

“我们不使用任何化肥农药，全部是
有机种植，苹果品质大大提高。今年，苹
果预计可采摘2万公斤左右，产值预计20
万元以上。”看着累累硕果，郭彦庆的脸上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吴起县地处陕西北部，气候温和、光
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着得天独厚的山
地苹果种植生态条件。有了良好的自然
环境，再加上各级惠农政策的扶持，果农
们致富的步伐愈发稳健。

在长官庙镇梁岔村建档立卡户齐丕
宏的苹果园，连片的苹果树郁郁葱葱、枝

繁叶茂，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一颗
颗红彤彤、沉甸甸的苹果将枝头都压弯了
腰，齐丕宏小心翼翼地踮起脚尖采摘高处
的苹果。

“2015年以前，我就靠养羊、种地生
活，挣不了多少钱，人也特别累。”提起以
前贫困的生活，齐丕宏记忆犹新。

精准扶贫以来，包扶干部鼓励齐丕宏
发展养殖业，政府又帮他建起了 26亩果
园，2019年果园初挂果就收入了4万元。

“他家的苹果品质非常好，我一次性
全部都收购了。目前，苹果正在分拣、装
箱，卖 25万元不成问题。”正在地里收购
苹果的果商王瑞告诉记者。

今年50岁的吕怀权是白豹镇郭克朗
村的建档立卡户，2016年政府帮他家栽
植了 46亩果园，2017年又建起 300平方
米的标准化猪舍。通过果畜循环、有机种
植的模式，今年，他家的苹果也进入丰产
期。

“按现在的价格，今年我的苹果能收
入7万元左右。另外，每年我还能出栏80
多头生猪，在各项惠农政策的扶持下，我
们家的日子是越来越好了。”说起如今的
生活，吕怀权满脸笑容。

产出好果子 农户集体“双收益”

抓大户规模化发展、发展村集体果园
是吴起县推动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农
增收的重要做法。

在铁边城镇铁边城村种植大户吕永

峰的苹果园里，30余名村民忙着摘果、运
果、装筐。看着丰收忙碌的场景，吕永峰
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2015年，吕永峰一次性流转村里 19
户村民的286亩土地开始栽植苹果，经过
多年的精心管护，他家的苹果连续3年都
喜获丰收。他告诉记者，今年预计能采摘
25万公斤苹果，收入在160万元以上。

一人富不算富，一群人富才算富。身
为苹果产业带头人，吕永峰及时将果园管
理技术传授给周边的村民。今年，同村村
民姚亮靠着45亩果园收入12万元。

自果园建起至今，吕永峰已累计向本
村村民支付土地流转费 60万元，带动本
村 25人常年在果园务工，每年为周边村
民支付劳务费35万元。

走进庙沟镇中台村的村集体果园，连
片的苹果树郁郁葱葱、枝繁叶茂。为了抢
抓晴好天气，村民们在树下铺设反光膜，
便于苹果均匀着色。该村党支部书记齐
有峰告诉记者：“我们村集体有46亩果园，
今年是初挂果，套了30万个果袋，产量预
计有5万公斤，收入在25万元左右。按照
分配方案，以土地入股的吴志林等3户村
民可分红7万多元，其余归村集体所有。”

据了解，目前，吴起县已建成村集体
果园58个10026亩，可带动500余户农户
增收。

在广大果农的带动下，60多岁的庙
沟镇大岔村村民李荣也改变了思想观念，
精心管理果树。

“之前我对苹果产业认识不到位，没
有用心管理果园。今年，我加强管理，家
里的 10亩果园实现了初挂果，大约能收
果 1.5万公斤。”看着筐里个大饱满、色泽
通透的苹果，李荣发展苹果的信心倍增、
劲头更足。

产出好果子，销路不用愁。谈起苹果
销路，长官庙镇李沟村党支部书记李志斌
说：“我们村有 2200亩果园，有 200户果
农，因为品质好，客商早早就开始预定苹
果，直接安排大货车来村里收购。”

“吴起的苹果在南方市场很受欢迎。
我今年在长官庙镇、周湾镇和吴起街道办
总共订购了 35万公斤苹果，主要销往海
南、浙江、广东等地区。”果商王瑞告诉记
者。

近年来，吴起县将苹果产业列为县域
农业主导产业的首位，以种质资源保护、
科研创新、优化空间布局、提升生产体系
等领域为重点，带动农民全程参与，推进
全县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果业强、
果农富、果乡美”的陕北山地果业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全县以吴起街道办为核心
区，辐射带动五谷城镇、长城镇、周湾镇打
造万亩苹果示范带，在白豹镇、长官庙镇、
庙沟镇打造万亩优系富士苹果示范带，在
吴仓堡镇、铁边城镇打造万亩黄色果品示
范带。

目前，全县累计发展苹果种植面积
12万亩，今年挂果面积 7万亩，产量 5万
吨，产值4.5亿元。

胜利山下果儿红
通讯员 王冠军 徐志全 记者 刘小艳

● 五谷城镇中庄山地苹果示范园 ● 红彤彤的吴起山地苹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