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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时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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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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乡大棚绿意浓
记者 刘彦 通讯员 吴静

“大家加把劲，争取今天上午把这
块果园的间伐完成。”近日，在洛川县旧
县镇荆尧科村的一处果园内，在油锯轰
鸣声中，一株株果树逐次倒下，果园瞬
间开阔了不少。

果农李俊英告诉记者，自家的这块
果园原来 1亩地栽植 56棵果树，前几年
已经间伐过一次，虽然果树数量减少了
一半，但果园的效益比过去反而提高
了。感受到间伐带来的好处，李俊英今
年决定对这块果园进行第二次间伐。

“果园间伐后，通风透光好，苹果的
品质就更好了，每年的肥料、农药等投
资，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利用和回报，同
时每亩果树株数减少，管理起来也更加
方便了。”李俊英高兴地说。

旧县镇洛阳村最近也没有闲下
来。今年，该村新建了一块矮化密植示
范园。近期，果农们正在忙碌着进行涂
干、培土。该镇经济综合服务站的技术
人员来到地头进行培训，指导大家按照
冬季果园管理的相关要求，全力做好当

前工作。
“果树涂干是为了杀灭寄生在树干

上的病菌还有虫卵，起到防控病虫害的
作用。矮化树幼树期在砧木和苗木接

茬处进行培土，主要是为了起到防寒抗
冻的作用，保证幼树在来年有一个健壮
的树势。”旧县镇经济综合服务站站长
樊继伟说道。

入冬以来，洛川县紧盯时间节点，
有力推动冬季果园管理工作有序开
展。间伐、挖改、涂干、培土等工作齐
头并进，掀起了果园冬季管理的热
潮。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开展技术培
训 500余场次 15.3万人次，已经完成果
园二次整行间伐 5800余亩，挖除残败
果园 1500余亩，涂干、培土已完成 80%
以上。

“我们还要针对树势健壮、树龄在
10年以上的乔化果园实施整行间伐，对
全县 14.6万亩矮化果园进行涂白、树底
培土，做好果园防冻工作。同时，还要
做好2024年春季2.5万亩矮化密植果园
和 2万亩防雹网搭建地块的落实工作，
促进产业发展，确保果农增收。”洛川县
苹果生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王晓
东表示。

冬日果园管护忙
通讯员 王文斌 田伟 记者 孙艳艳

● 果农正在给果树涂白

寒冬来临，记者来到鼓乡安塞。该
区的一条条沟谷里，一个个山峁间，一
片片、一排排、一座座日光温室大棚在
冬日暖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大棚里
西红柿鲜红、青椒翠绿、黄瓜鲜绿、茄子
油紫，还有瓤红水甜的西瓜、香味盈鼻
的甜瓜、鲜红多汁的草莓等先后成
熟。刚刚享受完金秋丰收的喜悦后，
鼓乡农民又在大棚里忙着采摘、分拣、
装箱成熟的蔬果，感受着冬日里的盎
然生机。

“绿油油的黄瓜长得实在好，叫我
干起活儿来兴致高……”晌午时分，记
者走进砖窑湾镇贾居村大棚种植户任
智琴的黄瓜大棚，她一边高兴地哼着歌
曲，一边忙着采摘一根根条顺色绿的新
鲜黄瓜。

听到记者夸她大棚黄瓜种得好，歌
也唱得好，任智琴有些不好意思：“今
年，我的大棚黄瓜长得好，我干起活儿
来也是越干越高兴，自己就不由得瞎唱
几句。”任智琴说，她和丈夫原来在城里
打工，收入也一般。后来村上发展起了
大棚产业，他们就回村开始种植大棚。

“种大棚收入挺好的。你看，今年
我种的这棚黄瓜，正赶上了市场价格好
的时候，每公斤批发价能卖到 3.6元左
右，1座大棚种下来，收入能有七八万
元。我觉得，这比我们外出打工好多
了，收入稳定，还能照顾到家里的老人
和孩子。”任智琴高兴地说，“种上大棚

后，家里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以后的光
景也肯定差不了。”

走进高桥镇鲍家湾村，种植户李正
兵正在大棚里忙碌着。棚内空气湿润、
阳光充足，一片碧绿的藤蔓间，一颗颗
圆鼓鼓的大西瓜和甜小瓜长势喜人。
李正兵在忙碌的同时，内心也多了一份
冬日收获的喜悦。

“我种植的西瓜品种是‘8428’，又

称麒麟西瓜，外形美观、皮薄肉多、爽口
甘甜、水分充足，再加上个头适中，近年
来成为西瓜中的‘王牌’，每到采摘时节，
深受客商青睐。”李正兵高兴地说，“今年
种的大棚西小瓜产量高、病虫害少，这
些瓜在元旦左右就可以成熟上市。我
们高桥的反季节大棚水果种植年份不
短，品牌早就打出去了。这几天，已经
有不少客商给我打电话预订西小瓜了，

基本都是往年的回头客。”
近年来，安塞区坚持把设施蔬果作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
兴的支柱产业来抓，狠抓设施蔬果基地
建设、“三改一提”关键技术集成推广、
蔬菜精深加工、反季节水果市场营销
等，持续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有力推动设施蔬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带
动农民四季增收致富。

目前，安塞区累计发展设施蔬菜7.1
万亩，其中日光温室5.5万亩，弓棚1.6万
亩，蔬菜年产量 31.5万吨，产值 14.6亿
元，涉及全区8镇3个街道，覆盖117个自
然村，有2.76万人从事设施蔬果种植，占
安塞区农村常住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安塞区被农业农村部选为全国设施蔬菜
连作障碍综合治理5个试点之一。

随着安塞区大棚蔬果种植面积不
断增加、品种不断丰富，大棚蔬果品质、
产量都在稳步提升。该区积极畅通大
棚蔬果收储、销售渠道，建成蔬菜分级
包装点 3个、蔬菜净菜加工生产线 2条，
建设果蔬预冷保鲜库 1.8万立方米，年
净菜加工能力 1000吨以上，实现产值
2400万元。在保障周边市县和西安市
场供给的同时，安塞大棚蔬果还销往银
川、武汉等地，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市
场。特别是安塞的西红柿、茄子，在西
安市场的占有率已超过 60%。如今，在
安塞区，“菜篮子”“果盘子”已经切切实
实地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本报讯（通讯员 吴舒捷 王文斌 记者 孙
艳艳）“我们刮的时候要稍微刮细一点，只要是
翘起来、有缝隙的，能刮下来的都要刮……”近
日，在洛川县旧县镇洛阳村果农张保民家的果园
里，县植保植检站的技术人员正在进行今年的苹
果病虫害越冬基数调查，并指导果农掌握各种病
虫害的越冬场所，有针对性地做好清园工作，降
低病虫越冬基数。

俗话说，寒冬腊月除一虫，等于夏秋灭千
虫。开展病虫害越冬基数调查就是为了准确掌
握各种病虫害的越冬情况，然后结合明年长期天
气预报，准确预测下一年病虫害发生趋势。每年
立冬后，洛川县植保植检站就会组织技术人员对
全县各镇街不同品种、不同树龄、不同管理水平
的果园开展病虫害越冬基数调查。

“技术人员的指导对我们进行冬季清园有很
大的帮助，能把病虫害降到最低程度。”张保民说。

今年入冬以来，洛川县植保植检站技术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苹果病虫害越冬基数调查，保
障全县苹果安全生产。当前，调查已经进入收尾
阶段，共调查了120个果园，各种病虫害的越冬基
数情况也基本掌握，为准确研判来年苹果树病虫
害发生趋势，指导当前果农全面清园奠定了基础。

“当前，我们主要指导果农做好清园工作，清
扫树下落叶、杂草、果袋，摘除树上僵果等，同时
检查刮治腐烂病，刮除树上的粗老翘皮等，消灭
在翘皮下越冬的苹小卷叶蛾，还有山楂叶螨等害
虫。同时，要结合冬季修剪，剪除白粉病病梢，腐
烂病病枝、病梢及苹小卷叶蛾虫梢等，最大限度
降低各种病虫害的越冬基数，减轻来年病虫害发
生程度。”洛川县植保植检站副站长杜君梅说。

眼下虽已入冬，但甘泉县道镇镇甄
家湾村的草莓大棚里却是生机盎然。
棚外寒风阵阵，棚内却温暖如春。在翠

绿的植株间，颗颗草莓露出羞红的“脸
蛋”，一股清香扑面而来，游客们穿梭在
草莓园内，一边品尝一边采摘，大棚内

洋溢着欢声笑语。
“我和朋友听说这里可以采摘草

莓，就一起过来看看。这里的草莓又大
又甜，吃起来还有奶香味，自己过来采
摘的就是比在其他地方买到的更新
鲜。”正采摘草莓的游客刘媛媛说。

自然条件下生长的草莓一般在春
末夏初成熟，通过大棚种植反季节草
莓，能够满足冬季市场对草莓的需求。
绿色健康、口感好的冬季草莓不仅给周
围的游客带来了时令美味，更让草莓种
植户郭卫兵找到了增收致富的好路子。

作为甄家湾村的种植大户，郭卫兵
种植果蔬多年，有非常丰富的务农经
验，说起草莓，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
己的“种莓经”。他告诉记者，从选品
种、定植再到浇水、除草、施肥等田间管
理的各个环节，他一下也不敢放松。虽
然自己种甜瓜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但
今年是第一次种草莓。为此，他专程跑
到杨凌买苗，选种奶油草莓，这种草莓
易存放、硬度好、糖分高，口感非常好，
草莓味道很足，很受游客欢迎。

为了种出好草莓，郭卫兵绞尽脑

汁，下足了功夫。他说，草莓比较娇贵，
喜欢湿润温良的环境，所以控制棚里的
温度、水分还有通风都很重要。他每天
都早早到大棚里管理，有时候一待就是
七八个小时。

就这样，他逐渐掌握了种植的“秘
籍”，通过无公害、绿色标准化的种植模
式，让他的草莓颗粒饱满、味道甘甜，每
公斤售卖价 80 元，采摘价每公斤 100
元。从今年11月开始，他的草莓一直可
以卖到明年 5月底，三茬草莓能为他带
来近10万元的收入。

近年来，随着反季节果蔬需求越来
越旺，甄家湾村的反季节草莓种植正逐
渐形成规模，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
途径之一。目前，该村有草莓大棚 12
座，年收入能达到 180多万元。甄家湾
村第一书记马锋说，他们还将引进专业
技术人员对甄家湾村草莓种植户进行
培训，不断丰富草莓种植品种，同时依
托快手、抖音、微信等平台，多渠道展开
宣传，打响品牌知名度，提升农产品附
加值，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让当
地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反季草莓引客来
记者 白雪 吕辰雪 通讯员 白腾 许艳峰

时至冬日，记者走进子长市寺湾便民服务中
心凉水湾村的温室大棚，棚内温暖如春、绿意盎
然。近看，西红柿个个晶莹剔透，鲜红欲滴；远
望，一行行排列整齐的枝蔓向上延伸，村民们穿
梭其中，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派繁忙的丰收
景象。

“我们的大棚西红柿成熟了。现在，我们的
西红柿产业已经形成了规模，客商都是直接上门
收购。”说起自己种植的西红柿，种植户井红顿时
神采奕奕，“我刚刚卖了 2000多斤，挣了 5000多
元。今年的西红柿价格比较平稳，预计 1座大棚
最少收入2万元。”

凉水湾村过去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农民收
入较低。从2018年开始，村党支部决定带领群众
发展特色产业致富。了解到蔬菜大棚效益好，为
了转变产业结构，村上多次组织村民外出考察学
习。2018年，通过有序规范引导土地流转和规模
经营，该村加速产业结构调整，探索发展规模高
效的大棚西红柿、油桃、葡萄等特色种植，助推乡
村振兴、群众致富。

井红就是尝到西红柿产业发展甜头的种植
户。“我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种植了 2座大棚，收入
还不错，每年能有 6万多元的收入。靠着大棚西
红柿种植产业，我家的两个娃娃都大学毕业了。”

让“菜篮子”鼓起农民的“钱袋子”，用大棚的
“金钥匙”打开百姓的“致富门”。近年来，子长市
围绕唱响乡村振兴主旋律，抓住产业结构调整的
有利时机，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将蔬菜水果产业
作为加快乡村振兴、增加农民收入的切入点，通
过政策、技术、资金帮扶措施，积极引导农民种植
大棚蔬菜水果。子长市以杨家园则现代农业园
区为引领，大棚、拱棚、露地“三菜”并举，全力打
造秀延河川绿色蔬菜产业带和子安线葡萄标准
化种植产业带，棚栽产业已经成为子长市的一项
主导产业。

凉水湾村只是子长市发展特色大棚、拱棚种
植的一个缩影。凉水湾村乘着产业转型升级的
东风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努力使村庄变得更美、
农民变得更富，在希望的田野上走出一条富有特
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如今，随着一茬茬特色农作
物迎来丰收，村民们富了“脑袋”，鼓起了“口袋”，
增收致富的信心和干劲更足了。

种大棚 鼓钱袋
通讯员 张龙 记者 叶四青

他力量乡村振兴

虫害早预防
果树长得好

● 郭卫兵向记者介绍自家草莓

● 任智琴采摘黄瓜

● 技术人员正在进行苹果病虫害越冬基数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