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行时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贺秋平 郭子仪 实习记者 强
雨欣）冬日时节，田间的大棚外寒意阵阵，棚内却
是暖意融融。在甘泉县下寺湾镇闫家沟村千亩融
合农业示范园里，大棚种植户们正忙着冬种、冬
收，为即将到来的元旦和春节蔬菜市场做准备，大
棚内外到处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眼下正是乳瓜、辣椒等大棚蔬菜生长关键
期，该村大棚种植户王永红每天的第一件事，便
是打开手机查看大棚内的温度和湿度。“我今年
种了两座大棚，这已经是第二茬蔬菜了。现在大
棚里的乳瓜已经陆续上市，另一棚辣椒长势也非
常好，估计到元旦前后就可以上市。今年大棚的
产量不错，1 座大棚 1 茬预计能收入 5 万元左
右。”王永红算了算今年的收入，不禁喜上眉梢。

闫家沟村位于甘泉县下寺湾镇，距离甘泉县
城 38公里，大棚种植一直是该村的主导产业，村
里已建成下寺湾镇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目
前，全村大棚产业占地面积 1000亩，有日光温室
360余座、拱棚 48座，主要以种植乳瓜、辣椒、西
红柿、葡萄等瓜果蔬菜为主。

王永红在村里种植大棚多年，提到如今的智
慧化日光温室赞不绝口：“以前的大棚较为简易，
效益也不好。近几年，村上建起了日光温室，日
常管理更加高效，不需要繁重的劳务，收益也比
较好。”王永红介绍说，现在的日光温室风口和卷
帘都是机械操作，按钮一开一关非常方便，线路
有什么问题打个电话，下寺湾供电所工作人员随
叫随到，服务很是周到，解决了大棚种植户的后
顾之忧。

“进入冬季，要特别注意用电安全，有什么不
懂的问题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眼下正是大棚
冬种、冬收关键期，为了确保大棚用电安全，国网
甘泉县供电公司下寺湾供电所工作人员定期开
展上门服务，走村入户进行用电设备检查与安全
用电宣传。

“连日来，我们对下寺湾镇大棚种植户的卷
帘机、温控器、用电线路、空开等用电设备进行检
查，同步开展安全用电宣传，确保大棚种植户冬
季可靠用电。”该所副所长石成林说。

大棚种植是闫家沟村的主导产业，也是村民
收入的主要来源，每棚平均年收入 10万元左右，
给村民带来的收益非常可观。闫家沟村党支部书
记白利山说：“下一步，我们将依托甘泉大峡谷发
展乡村旅游，结合区位优势和特色产业，在村上建
起村集体宾馆、农产品集散中心，打造高品质采摘
园，进一步提高村民收入，壮大村集体经济。”

本报讯（通讯员 李泽 记者 王静）记者从
12月23日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2023中国甘薯
产业博览会暨第一届中国甘薯大会上获悉，“甘谷
驿红薯”荣获第七届“壹亩地瓜杯”全国好吃红薯
评比大赛一等奖。

参加全国好吃红薯评比大赛的共有来自全国
各地 138家自主参赛单位、企业、经营主体，分为
蒸红薯和烤红薯两个科目，各产生一等奖1个、二
等奖 2个、三等奖 5个、优秀奖 14个，“甘谷驿红
薯”在蒸红薯环节荣获一等奖。

近年来，甘谷驿镇充分挖掘土地、自然环境、
气候、生态、人文等各方面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优
势明显、特色鲜明的红薯种植产业，已建成红薯高
标准种植园区6个，规范带动全镇种植面积突破1
万亩，产值近亿元。该镇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
科研院校建立“产学研”合作科技示范基地，组建
了省内首家乡镇级农业科技专家大院，推广脱毒
育苗等先进种植技术，确保红薯品质优良不退化，
效益提升有保障。在此基础上，甘谷驿镇还新建
唐坪村红薯面粉淀粉加工生产线一条，不断延伸
红薯增值增效链条，补齐红薯产业后整理短板；持
续巩固甘谷驿红薯“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红薯原
产地有机认证和GAP认证，赋予农产品深厚的文
化内涵，延长产品生命周期；成功举办甘谷驿镇第
七届红薯节，强化产品品牌化建设，甘谷驿红薯品
牌进一步打响叫亮。

该镇镇长郭启平介绍说，下一步，甘谷驿镇将
精心做好甘谷驿红薯“土特产”文章，用好红薯科
技专家大院资源，紧盯种苗脱毒和新品种实验试
种，继续探索增加红薯脯、红薯干、红薯淀粉、红薯
粉条等加工生产线，推广红薯酿酒厂和红薯月饼
作坊，进一步延伸红薯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等增
值增效链条，打响叫亮产业品牌，推动甘谷驿红薯
由“原字号”向“精字号”转变、由“种得好”向“卖得
好”转变、由“名气高”向“收益高”转变。

日光温室棚 冬日好风光

● 供电所工作人员检查大棚线路安全

小康梦圆

眼下正值种苗产出销售旺季，走进甘
泉县道镇甄家湾村田园农业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育苗中心，温室大棚内绿意融融。
棚里悬挂的喷灌系统正四处移动，进行全
方位喷灌，育苗床上一株株种苗绽绿吐
翠、长势喜人，工人们正按订单将种苗装
箱、发货，一派繁忙景象。

“我们有 6座大棚进行育苗，机床一
床能出 6000多株苗，有黄瓜、西红柿、甜
瓜、辣椒等多个蔬菜瓜果品种。大棚采用
移动式苗床育苗，还有大棚智能放风、智
能降温，控温精准，省力省心，种苗质量稳
定。”育苗中心负责人候加喜介绍说。

“老板，我想订购 1400株苗子，你给
我算一算多少钱？”来自富县张村驿镇的
客商贾小江查看了育苗中心的种苗品质
以后，当场决定下单订购。

贾小江说，自己种了20多年的大棚，
以前都是自己育苗，成本高、损耗大。现
在在这里订购，黄瓜、西红柿、甜瓜苗等每
株苗可优惠0.3元至0.4元，价格低还省时
省力。

“育苗中心的种苗生长快、植株壮实，
移栽定植时不伤根，开花结果早，而且工
厂化、集约化培育的瓜菜苗抗病强、产量
高，种植户对种苗很满意。现在，我们能
满足全县拱棚、日光温室露地菜苗子供

应，还能辐射延安市其他县区和榆林市的
种植户。”候加喜说。

据了解，该育苗中心建成于2022年，
占地 50亩，总投资 152万元，其中企业投
资82万元，用于基地基础设施的建设，县
蔬菜中心投资补助 70万元，用于育苗设
备的装备和提升。目前，育苗中心是甘泉
县全县乃至全市最大的育苗中心，每年可

培育优质种苗500余万株，年产值能达到
400万元。

记者注意到，育苗床上摆放的一个个
装有调制土壤的穴盘中，有的刚冒出嫩
芽，有的已嫁接好的黄瓜苗枝叶平展，育
苗中心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我们这里的黄瓜苗长势好，是因为
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的技术人员选择性

状优良的南瓜苗做砧木，利用砧木抗病特
性，有效提高抗病性，再以工厂化、集约化
栽培措施，抑制病虫害发生，所以种苗病
虫害少，农民拿回去种产量质量都有保
障。”候加喜指着苗盘上的黄瓜苗说。

据了解，甘泉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每
年通过引进各类蔬菜优良品种进行对比试
验后，遴选出适合的好品种，直接推荐给育
苗中心进行育苗，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

在另一座育苗大棚，正在忙活的育苗
工人崔奴飞告诉记者，她每天上班都有车
辆接送，早上 7点左右过来上班，主要负
责点籽、播种、洒水、打药、拼苗，工作内容
比较简单、离家近，收入稳定，还能照顾家
人。截至目前，该育苗基地为本地农户提
供就业岗位 20 个，工人月平均收入为
3000余元，年均务工收入 3万余元，预计
带动农户户均增收1000元。

道镇甄家湾村第一书记马锋说，“工
厂化”育苗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劳动
生产率，还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变了农民
单户育苗用工量大、成本风险高的操作模
式，同时满足了设施蔬菜种苗供应需求，
推进了农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后续
他们将提升育苗技术、丰富种苗品种，建
立完整的产销体系，为本地现代设施农业
生产和乡村振兴“加油提速”。

育好苗 兴产业
记者 白雪 吕辰雪 通讯员 白腾 许艳峰

● 育苗基地内的一处温室大棚种苗长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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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小康走进乡村

富县王乐村紧抓果园冬闲关键期——

管出来年好“丰”景
通讯员 袁欣 张伟莉 记者 任琦

寒冬时节是农业管护的关键期。行
走在富县的塬面上，果农们抢抓有利时
机，正热火朝天地在果园里忙碌着，清园、
刮腐烂、上肥，憧憬着来年的好光景。

王乐村地处富县五指塬中的食指小
塬面，村子地理位置优越，果园通风透光
条件好，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少，土壤和气
候环境都很适宜种植苹果。加之果农整
体管理水平高，产出的苹果个儿大、着色
好、口感好、商品率高，每年的苹果单价都
处于富县苹果销售的高价区，今年的最高
价更是达到了每公斤11元。

记者在王乐村村民张晓玲的果园里
看到，这对90后夫妻正在清理反光膜、废
弃枝条和落叶，果园被管理得井井有条。
据了解，张晓玲和丈夫王东阳经营着 22
亩苹果园，刚刚 30岁出头的他们没有去
城里打工，而是留在村里当农民发展产
业。今年，他们的果园亩产量高达 3500
余公斤，苹果成熟后早早就被果商预订一
空，收入近45万元。

张晓玲说，果园的秋冬季管理非常重
要，只有管理好了，来年才会大丰收。正
是因为种了苹果，他们的日子才越过越
好。明年，他们夫妻俩还准备新增幼园，
期盼着把自己的苹果种好，争取卖个好
价钱，把日子越过越好。

“最近这几天，我们主要是修剪果树、
清理果园里的树叶和杂草，之后就要开始
施肥。冬季果树处于休眠期，管理非常重
要，清园可以铲除果园中越冬后残存的病
虫源，大大降低果园的病虫害，给果树施底
肥，让果树‘休息’好，明年才能有好收成。”
张晓玲一边忙碌着，一边告诉记者。

相比于张晓玲夫妇这对果园管理的
“后来者”，村民郝永红从小就跟着父辈们
在苹果园里忙碌。他平时喜欢钻研一些苹
果种植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现在已然成
了村里有名的果园“老把式”。在郝永红的
果园里，机械轰鸣，他正在抓紧时间为果园
追施农家肥。据了解，郝永红一共有12亩

果园，今年收入25万元，卖了好价钱，因此
在施肥时节，他也是下足了“本钱”。

郝永红说，果树生长了一年，当前需
要大量的养分，在秋冬时节补充生物有机
肥，保证它能安全越冬。果园今年施肥主
要是以羊粪为主，等开春后再上一点复合
肥，平均下来每亩地的投入至少要 1000
元。他告诉记者，果园只有舍得投资，才
能有好的收成。

王乐村的苹果不仅是“致富果”，还是
“幸福果”。今年以来，该村建立了500亩
“飞天苹果”采购示范基地。果农杨永治
就是这 500 亩基地种植户中的其中一
户。随着10月26日神舟十七号飞船的成
功发射，富县产地的“延安苹果”首次飞向
太空，这也让果农们在致富道路上有了十
足的信心。

据了解，今年王乐村收入 30万元以
上的种植户就有不少，年收入 50万元以
上的有10余户。另外，全村333户村民有
200多户在县城买了房子，240户家庭拥
有小轿车。

提起未来，果农们信心满满。杨永治
说，希望村里的果农以“飞天苹果”为荣，
以“飞天苹果”的标准为目标，把苹果产业
做大做强，让果农在小小的苹果中，能得
到更大的收益。

近年来，黄龙县坚持让乡风文明活起
来、人居环境靓起来、群众生活富起来，以
新时代文明实践为依托，以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容，以志愿服务为
载体，积极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进一步激
发村民群众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自觉性、
主动性，不断激发基层治理新动能，将“文
明种子”撒遍黄龙大地，种出一朵又一朵

“文明之花”。

从“一处美”迈向“一片美”

墙绘、广场、菜园、绿植……在圪台
乡，农家小院幽静雅致，庭院窗明几净，一
条条沥青道路直通村民家门口，广场上群
众笑声连连。

“以前村上的道路都是坑坑洼洼的，
现在新修了道路，粉刷了墙面，公共厕所
等配套都有了，我们跟住在城市里没有区
别，生活得很舒服。”村民张政感慨地说。

近年来，圪台乡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为突破口，对辖区内的杂草、垃圾等进行
清理，有效解决农村脏乱差、家禽散养等
顽疾。该乡建立垃圾收集池4个、集中填
埋场 1个、污水处理厂 1个，设保洁员 50
个。今年，开展环境卫生现场评比 5次，
表彰“最美村组”8个、“最美保洁员”10
人、“最美庭院”26户。

行走在圪台后街的休闲步道上，天气

晴朗时，空气中弥漫着花草、泥土和河水
混合而成的独特清新的味道。

今年，圪台乡结合小流域综合治理工
程，在仕望河流域圪台后街段打造一条长
1.3公里、宽 2.5米的休闲步道，路边种植
花草，并在步道安装护栏、路灯、宣传栏。
宣传栏以精神文明、法治建设为主题，弘
扬孝老爱亲，引导村民向上、向善，塑造良
好家风、淳朴民风。河道两岸修建斜坡，
进一步提高河道堤防防洪护岸能力，打造
一条可供休闲、散步的美丽水岸线。

如今的圪台后街河道已焕然一新，颜
值大增，抗洪能力也进一步加强。自休闲
步道建成后，农活空余之时，村民三两结
伴在步道漫步，已经成为群众锻炼健身的
新“网红地”。

从“环境美”迈向“生活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要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
神风貌……”近日，在界头庙镇景家塬村
党群服务中心，村党支部书记刘全顺正在
围绕精神文明建设进行讲解，在场群众听
得津津有味。刘全顺的话音刚落，大家就
一起展开讨论。小广场、小院坝变成“宣
讲场所”，“普通话”改成“土方言”，“小故
事”讲清“大道理”。

村民们纷纷表示，现在村风好多了，

村里打牌的人少了、跳舞的人多了，喝酒
的人少了、健身的人多了，吹牛聊天的人
少了、主动学习的人多了。

近年来，界头庙镇深入挖掘群众身边
“看得见、学得到、评得上”的先进人物，通
过持续讲好感人故事，广泛选树先进典型，
在全乡开展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学习宣传
活动，深入开展“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
主题实践活动，积极培育、选树、宣传先进
典型，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截至目
前，已表彰“好媳妇”“好婆婆”“五好家庭”

“最美志愿者”20余人（户）。同时，通过“田
间会”“板凳会”，倾听群众心声，听取群众
建议，解答群众疑惑，让文明理念“飞入寻
常百姓家”，引导群众摒弃陈规陋习，形成
乐和邻里、育树新风的良好社会氛围。

干净整洁的村庄、其乐融融的家庭、
健康乐观的群众，界头庙乡村振兴之路上
正在劲吹文明新风。

从“外在美”迈向“内涵美”

“过去办事是‘电话找人’，现在是‘一
站办理’，太方便啦。”

“我们老年人有需求，党员干部帮忙
代办，服务非常贴心。”

…………
说起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带来的便利

和好处，三岔镇群众纷纷“点赞”。

近年来，三岔镇结合实际、因地制宜，
从突出标准化阵地建设、专业化队伍打
造、特色化机制建设、精准化志愿服务等
方面着手，边探索、边完善，边实践、边创
新，积极开展贴近基层群众需求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阵地，实现群众在哪里，文明实
践就延伸到哪里，走出一条具有三岔特色
的文明实践之路。

三岔镇人居办联合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在贝坡村开展“我的村庄·我建设”人居
环境整治卫生评比活动，推动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长效机制落细落实。同时，积极发
挥文化中心、农家书屋等功能室作用，助
力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

一处处看得见的变化、一项项实打实
的举措、一幕幕心贴心的服务，正不断浸
润着人心，提升民生温度。贝坡村将始终
保持“永远在路上”的精神状态，进一步巩
固文明创建成果、拓展文明创建领域、丰
富文明创建内涵，着力提升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奋力打造“社会有序、环境优
美、乡风文明”的文明村镇。

厚植乡风文明，建设美丽乡村。黄龙
县将持续深化文明创建、文明实践、文明
培育工作，让乡风民风更淳朴、人居环境
更美丽、文化生活更丰富，不断提升村民
获得感、幸福感，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
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

文明新风“润”乡野
通讯员 杜婷 记者 孙艳艳

● 张晓玲正在为果树刮腐烂

甘谷驿红薯了不起
全国性大赛拿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