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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鱼易于饲养，又色彩绚丽，人们对其尤为喜爱。
黄龙县梁家河村借助观赏鱼养殖企业，构建起“园区+庭
院”养殖新模式，让小金鱼游出乡村振兴大产业。

初冬，走进梁家河村稻鱼公社观赏鱼养殖基地，方形
鱼池排布有序，金鱼儿在池中摇头摆尾，悠然自得，或美、
或俏、或丑萌、或灵动，就像是一件件“会呼吸的艺术品”，
煞是好看。

“鱼吃的饲料要拌成干的，要握紧看看，然后再搓散，
不能结成团，然后再给它打匀，醒上三分钟，才可以去喂
食。”技术总监季忠毅正给他的弟弟教着调配鱼食，做着
给小金鱼投喂饲料前的准备。

季忠毅是福建人，打小就喜欢养鱼。据他介绍，从南
方精心挑选的鱼种，经过配育孵化，配育出的小金鱼长势
非常好。

“我们基地孵化车间有 155个池子，养殖品种十多
种，主打兰寿、将军狮、元宝狮，经过一年配育，预估能出
30万尾鱼苗。”季忠毅介绍说。

季忠毅在基地养殖观赏鱼已经七八年了，带领团队
研发、改育新品种，已经成功配对 50多对。凭借过硬的
技术，专业的团队，培育孵化的观赏鱼色彩绚丽，健康活
泼，备受客商们青睐。

“养殖的小金鱼不愁卖，经济效益也挺好。目前来
看，我们发展庭院养殖金鱼是再好不过的选择。”基地负
责人赵玉明说。

如今，在村民赵晓山家中的院子里，也养殖起了小金
鱼，由基地提供鱼苗、饲料、技术指导、回收，帮基地扩大
规模的同时，也带动自己增收致富。

“养殖观赏鱼不费力，我自己养了两池 200尾，通过
小季的指导，小金鱼长得很好，收入可观，明年准备扩大
规模。”村民赵晓山说道。

据了解，2022年以来，石堡镇依托生态资源优势，聚
焦黄龙渔业休闲小镇“一区四基地”规划布局，围绕延链
补链强链，统筹现有水产养殖资源、国标赛事品牌效应、
乡村旅游等资源优势，探索南鱼北养新路径，建设观赏鱼
养殖基地。

清澈的鱼塘、五彩斑斓的观赏鱼，为跃动的渔业养殖
产业注入了新活力、增添了新动能，是青山绿水的资源优
势有效转化为产业发展的经济优势的又一生动实践，成
为生态渔业绿色发展特色之路上的靓丽风景线。

“依托优良水质资源，通过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渔
业休闲小镇的观赏鱼养殖已初具规模，效益可观。”石
堡镇副镇长陈剑说，“下一步，我们将扩大农户庭院养
殖观赏鱼的数量和规模，做优政府引导、做细企业指
导，让更多群众参与到观赏鱼养殖产业中来，不断促进
农民增收致富。”

小金鱼成产业
通讯员 陈子龙

● 季忠毅（右）给弟弟教调配鱼食

枣乡也闻苹果香
记者 雷荣 通讯员 张伟 杨澍 杨凯

● 果农庞宏伟在挑拣苹果

 好品种，让农民坐地收钱

 好渠道，让苹果俏销他乡

延川县海拔高、土层厚、光照时间长、昼夜温
差大，非常适合果树生长。而杨家圪坮镇作为延
川的“苹果之乡”，苹果又脆又甜、口味极佳。

在杨家圪坮镇上佛腰村的苹果园里，连片的
苹果树郁郁葱葱、硕大的苹果挂满枝头。在反光
膜的映射下，每颗苹果都鲜红透亮，闪闪发光。

果农庞宏伟和工人们在果树林中登高爬低，
一会儿工夫就装满了整个三轮车。庞宏伟将三
轮车上的苹果运送到库房，再由工人们进行筛
选、打包、装箱，然后运往江苏。

这些苹果已经被江苏银城生活服务集团提
前预订。作为苏陕协作的一部分，江苏企业的积
极投身，不仅拓宽了当地果品销售市场，而且帮
助果农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走出一条长远之
路。

“这几年，政府重视有机肥，我们果园都上的
是有机肥跟复合肥，种出来的果子口感脆甜。”庞
宏伟开心说道，“这看这个条纹红富士，个头大，
一颗重约 7至 8两，能卖 3块钱左右。”

满山的苹果不仅映红了山野，更映红了果农
的笑脸。像庞宏伟一样，上佛腰村几乎家家户户
都种植苹果。为了延长苹果的销售时间，村里集
体修建了冷库。

在离村委会不远的三间集体冷库内，络绎不
绝的客商也在挨家挨户挑选自己心仪的苹果。

“这个果库配备了冷藏设备，能容纳 1000吨
苹果，足够全村果农使用。”村党支部书记刘海说
道，“苹果入库后，能延长销售时间，卖个好价
格。去年，全村 54户果农收入 800多万元。”

作为全省“一村一品”专业示范镇、“乡村振

走进延川县大禹街道北塬行政村苹果园，放眼
望去皆是累累硕果，一个个鲜红透亮、饱满圆润的
苹果挂满了枝头。在果农白秀玲家的果园内，五六
个人正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大家分工明确，手脚
麻利，不一会儿就将整棵树上的苹果全部收入了筐
中，看着一筐筐码放整齐的苹果，白秀玲高兴得合
不拢嘴。

“我今年种了 20多亩苹果，估计能收 4万至 5
万斤，有秋富士、瑞雪和瑞阳。苹果果面好、价格
高，每斤能卖3.7到3.8元左右，收入能达到10万元
左右吧。”白秀玲说。

为了能让村里的果农种出优质果，村“两委”和
驻村干部积极协调，免费为果农提供生物有机肥、
铺设反光膜。如今，一排排果树枝繁叶茂，颗颗苹
果鲜红饱满，颗颗硕果回报着果农的辛劳付出。

“我村共有苹果 2600亩，主要品种是红富士、
瑞阳、瑞雪。去年挖改了 500多亩老果园，栽植了
瑞香红。”村党支部书记杨保成对记者说，“今年套
了 500多万个袋子，按照夏富士的价格，预计收入
700万元以上。”

同样忙着采收的还有延川县文安驿镇，走进杜
木塬村果农曹风岗的苹果园里，每颗苹果上都套着
蓝色的苹果袋，格外引人注目，采摘时连同袋子一
起摘下，装入框中。撕开袋子，青色的苹果映入眼
帘，果面油光欲滴，煞是好看。

这是曹风岗新种植的品种——瑞雪。瑞雪由
“秦富1号”和“粉红女士”做亲本杂交培育而成，肉
质细脆、酸甜适口，口味浓、品质佳，而且极耐储
藏。相较于传统红富士的市场价，瑞雪一斤贵了2
元左右，是一笔极其可观的收入。

“我总共种了8亩，瑞阳4亩、瑞雪4亩，是从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引进的新品种，口感好、产量大。
今年是第一年挂果，能产1万多斤。”曹风岗说道。

引进新品种、采用新技术、实施绿色标准化管
理，让文安驿镇的苹果很受市场欢迎。每到苹果收
获的季节，五湖四海的客商们都会提前过来收购，
许多苹果还在套袋阶段就被预订一空。

在曹风岗的家门口，来自西安市杨凌区的果商
陈举亲自上阵，与工人们一起挑选着苹果。为了防
止心仪的瑞雪被其他客商抢占，苹果还没摘下袋，
他便早早来到曹风岗家蹲守，用最快的方式将苹果
装箱打包，确保及时把最新鲜的苹果运输出去。

“我 10月初就过来了，专门收购瑞阳、瑞雪苹
果。果子还在树上，就按照一斤 6到 7元的价格预
订了。”果商陈举说道，“这边海拔比较高，果子颜色
好、口味浓郁、口感香甜，深受南方客户喜欢，市场

兴”示范镇，杨家圪坮镇按照“果业强镇、特色做
亮、优势互补、三产融合”的产业发展思路，积极
探索推行“六个一”工作机制，先后引进苗木繁育
基地、有机肥厂、密植园基地等，孕育新优果品 27
种，形成了早、中、晚熟苹果相互补充的产业格
局。

如今，全镇苹果种植面积已经发展到 6.87万
亩，苹果产量近 7200万斤。今年，苹果产业总值
预计 3亿元，人均苹果产业一项收入 2.4万元，苹
果已经成为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这几年，我镇坚持做好果园管理，全程邀请
市、县果园专家以现场培训的形式为果农进行培
训，采用‘三枝一扶’‘豆菜轮茬’‘多枝嫁接’等技
术，积极应对干旱、冰雹等自然灾害，切实以精细
化管理，将苹果产业打造成群众持续增收致富的
支柱产业。”杨家圪坮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文欣
说道。

产业兴则百姓富。
近年来，延川县按照“稳规模、强管理、高标

准、提质效、促增收”管理模式，以网式防雹、绿色
防控、标准间伐、地布覆盖、坑施肥水、豆菜轮茬
等延安主推的十八项技术为支撑，以“五新基地”
建设为抓手，大力发展苹果这一“甜蜜产业”。在
果园管理提升上通过老园挖改重建，让全县的果
园新增 1万亩；引进瑞阳、瑞雪、维纳斯黄金、瑞
香红等新优品种，全力推动苹果产业高质量发
展。苹果产业已经成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第一大特色产业。

如今，延川县苹果面积 22.69 万亩，挂果面
积 17.3万亩，今年预计产量 22.75万吨，产业综
合收入 15.6亿元。

“苹果丰收后，我们会引导广大果农分期分
批采收，分级分价销售，以提高收入；做好果园清
园、秋施基肥、病虫防控和冬季修剪工作，为来年
丰产打好基础；抓好国家性良种繁育基地、全省
旱作农业示范县和各镇街的示范园建设工作，切
实发挥好基地示范带动作用。”延川县苹果生产
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刘国全说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随着延川苹果产业的不断壮大，不仅让曾经

的一座座荒山重披绿装，更使得一棵棵果树成为
广大农民致富路上的摇钱树，实现了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小苹果”已成为推动延川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大产业”，正为延川的乡村振兴
输送源源不断的“活力”。

● 果商陈举（右）在果园查看预订的苹果

● 果农白秀玲采摘苹果 ● 果农在地头分拣装箱

初冬时节，在延川的果
园里，晚熟苹果迎来成熟
上市期，果园里到处弥漫
着浓郁的清甜果香，令人
垂涎欲滴。果农们正忙着
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客
商，整个果园里取袋、采
摘、销售、装箱，一派繁忙
的景象。

比较紧俏。”
“十四五”以来，文安驿镇按照“稳规模、强管

理、提质效、促增收”的思路，坚持高标准智慧果园
建设，打造万亩优质果园示范基地，采用水肥一体
化、滴灌等技术，铺设地布、防雹网等设施，不断强
化苹果质量、提高苹果产量，让果农种植苹果越来
越有信心。

“今年，全镇苹果挂果面积约1.3万亩，产量近
2万吨，产值约 1.5亿元，果农人均收入达到 3万元
左右。”文安驿镇苹果产业专干贺嘉对记者说道。

他是守望者，更是“孤勇者”。进入森林防火期，驻守在
森林安全第一道防线的黄龙山国有林管理局圪台国有生态
林场的瞭望员孟振平，又一次进入“警戒”状态。他几十年
如一日，用坚守和奉献，守护着方圆20公里的绿色林海。

37年前，21岁的孟振平成为黄龙山国有林管理局圪
台国有生态林场的一名护林员，3年后的他来到了海拔
1500多米的瞭望台，把自己最好的年华交给大山，也见
证了大山从荒凉走向郁郁葱葱。

“喂，我是孟振平，我是砖庙梁瞭望台，大岭，崾崄，宜
川（方位）一切正常……”进入防火期，这是瞭望员每天的
日常工作，瞭望、记录、汇报，每天都重复着枯燥而艰苦的
工作，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早已经诠释在火情监测的每
一天。

一个人，一座塔。走进瞭望塔，房间内收拾得干净整
洁，东西摆放整齐，可以看出孟振平已经把这里当成了他
的“家”。他每天在这里独自工作、做饭、睡觉……桌上最
显眼的位置摆放着的是望远镜和记录本，在这一眼望不
到边的山林中，一个望远镜，似乎就是他的整个世界。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从一腔热血的青年到如今的花
甲之年，他长年与孤独寂寞为伴，守护着片区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受到了村民的尊重和爱戴。

圪台乡砖庙梁村第一书记白春喜说：“孟振平几十年
如一日，守护着砖庙梁美好家园，兢兢业业，值得我们年
轻人向他学习。”

黄龙县森林覆盖率87%，林草覆盖率高达92%，是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级褐马鸡自然保护区、省级天然
次生林保护区和全国八大防护林区之一。每年的 10月
至来年的6月，是黄龙县最为重要的森林防火期，尤为关
键，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孟振平每天在塔上不停地瞭
望四周山林情况，准确判断烟火与恶劣天气的差异，保证
不出现误测误报情况。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林
业人的初心，也受到了场部同事们的一致好评。

圪台保护站副站长贾锦发说：“孟振平坚守瞭望台几十
年，长期坚守在防火一线，驻守在海拔1500米的高山上，工
作认真负责，充分发挥着森林防火‘千里眼’的作用，守护着
黄龙山这片茂密的森林，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

孟振平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连续
多年被市、县、局、镇评为森林防火先进个人。他把青春
奉献给了大山，献给了森林，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以实际
行动发挥着森林防火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希望这片林子越长越好，我也会
把这份工作继续干下去，干得更好！”孟振平坚定地说。

孟振平：守护林海37载
通讯员 陈子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