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责任编辑/谢丹丹 视觉/李延庆 组版/景小燕 校对/徐晓婷

新春走基层
2024年2月8日 星期四

刚刚吃过午饭，延川县关庄镇十甲村村民刘玉亮就钻进大棚忙
碌起来。和寒冷的室外相比，大棚内却是暖意融融。他脱下厚衣服，
只穿着一件短袖，随手将一条毛巾搭在脖子上，就在一垄垄绿意间开
始穿梭。

大棚里一半种植着新秀西瓜，一半种植着红籽甜瓜，绿意葱茏、
果实累累。70岁的刘玉亮精神矍铄，一边麻利地给小瓜疏果，一边这
看看那瞧瞧，满眼都是欢喜。不一会儿，他额头间就渗出点点汗珠，
不时用毛巾擦擦汗。

“我种的都是好品种，大棚一年种三茬，先是种西红柿，然后是西
瓜、甜瓜，再是西红柿，四季不停歇，一年收入十几万元不成问题，辛
苦是辛苦，但我很满意。”刘玉亮笑着说，大棚是村里的主导产业，是
村民们的主要经济来源，自己种了20多年大棚了，就是靠着种大棚，

他的生活越过越好。
刘玉亮开心地指着棚里的自动卷帘，又带着记者看他的水肥一

体机，还忙着介绍棚里的轨道车，并热情地展示自己手机上的“智慧
农业”App。他感慨地说：“以前种大棚受过苦，自2015年政府投资帮
助改造大棚后，棚里全是自动化设备，有自动卷帘、滴灌、自动水肥
等功能，手机上就能看到棚里的温度和开风口，收获的时候，轨道车
一次能拉不少。这些年真的是苦轻了很多，现在的生活真是好。”

谈话间，一位中年人走了进来。“爸，过两天会下雪，大棚要注意
防雪防灾……”走进大棚的是刘玉亮的儿子刘彦军，他是延川县蔬菜
技术服务中心的一名技术员，年关之际，他同样一刻不能停歇，忙得
团团转。

刘彦军说：“天气预报说最近有连阴雨雪天气，我正忙着提醒帮
助大棚种植户们及时起放棉被，做好防雪防灾工作。最近还有许多
大棚种植户在新栽苗木，我要给他们一些专业指导，苗木栽好了才能
有好收成么。”

刘玉亮望着儿子笑笑：“儿子工作忙，一个电话打过来，他就得走
了。他有他自己的事业，大棚里的活儿我尽量都自己做，不打扰他的
工作，你看我这都种得挺好的。年后正月初十左右，西瓜和甜瓜就可
以上市了，按照以往行情，新秀西瓜一斤卖30元，红籽小瓜一斤卖四
五十元，收益都可以着了。”

父子俩一边拉着话，一边干着活儿。
冬天的日头短，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太阳慢慢西去，棚里的光线

就渐渐暗了下来。大棚里的活儿也干得差不多了，刘玉亮换上了自
己的厚衣服，戴上了帽子，和儿子一起走出了大
棚。他说，年货还忙得没顾上买呢，抽时间去好
好买一些，准备开开心心迎接新年。

春节即将到来，年味渐浓。在安塞区招安镇枣湾
村大棚蔬菜产业园，一排排、一座座宽墙体、高立柱的
新型蔬菜大棚在白雪皑皑中，仿若一条条银龙匍匐山
川大地，似乎即刻就要蓄势而起。

走进甜瓜种植户梁云平的大棚生产房，床榻被
褥、锅碗瓢盆、冰箱火炉等一些基本生活用品不仅应
有尽有，而且都被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55岁
的梁云平正躺在床上悠闲地刷着手机，听陕北说书。

“娃娃们，你们就喊我大棚‘老梁头’。我家住在
沿河湾，我婆姨是咱枣湾人。听说枣湾大棚好，赶紧
搬到这儿来种新棚……”梁云平自称大棚“老梁头”，
出口就是陕北说书的调儿。他说，自家原先种的旧大
棚高度低、面积窄，干起活儿来劳动强度大，而且大棚里
土壤肥力也跟不上，种出的瓜菜质量总是不太好，拿到
市场上销售价格也不高，这可急坏了“老梁头”。

2022年，枣湾村建成了占地470亩的枣湾村大棚
蔬菜产业园一期项目，建设新型日光温室大棚 65
座。村上按照“先交租金再入园”“合同三年一签，租
金一年一付”“每棚每年每米 120元”的租赁模式，就
近租赁给 30多户大棚种植户，通过“三改一提”等措
施推动全村设施农业产业环境提升、效率提升、产量
提升，助力种植户实实在在增收致富。

“老梁头”沾了枣湾村“女婿客”的光，120元1米租
到了长102米的新大棚，年租金12240元，棚里全套配
备了自动控温、电动卷帘、电动轨道车、物理防控等设
施农业新型实用技术设备，村上还有经验丰富的农民
技术员手把手地教种植技术和新设备的应用技术。

“老梁头”干脆住在大棚生产房里种起了大棚甜瓜。
穿过四五米的通道，掀起帘子再跨进一步，就是

已经成熟的满棚甜瓜。棚里二十六七摄氏度的温度
中，浑圆饱满的甜瓜嵌挂在翠绿的枝蔓间，浓浓的瓜
香盈人口鼻、沁人心脾。“老梁头”随意摘下一颗成熟
的甜瓜，就用大棚里的水洗一洗，徒手掰成两半递到

记者手里，一口咬下去，甜脆爽口，蜜汁满溢，让人忍
不住咬了一口又一口。

看着大家吃甜瓜吃得高兴，“老梁头”笑开了怀，他
乐呵呵地说，这个年他们一家肯定能过得甜美幸福。

“新大棚土壤肥、
地力好，设施设备都是
自动化，管理技术也跟
得上，第一茬甜瓜就都
长得个儿大味儿好，还
刚刚好赶到过年前上
市，价格也正是好的时候。”“老梁头”掰着指头细数他
家这棚甜瓜赶上的“好”，“甜瓜品质好，产量也高，能
一直卖到农历二月底，比前些年种老大棚肯定赚得多
不少。”

就在大家吃着甜瓜，说得眉开眼笑的时候，“老梁
头”接到了城区一位客户的电话订单。于是他立即开
始仔细采摘成熟的甜瓜，一颗颗小心翼翼地放进干净
的纸箱中。“这些甜瓜都是我的宝贝，可不敢怠慢。论
斤卖，一斤能卖 15块钱，按箱算，一箱是 150块钱，金
贵着呢。”“老梁头”说，他这一棚甜瓜总共能产 2000
多斤，收入少说都有3万元。

“我们这些老年人年纪大了，出去打工谁要你了。
自己种上一个大棚，苦也不重，还能在家门口靠种大棚
就把钱赚了，不仅不给娃娃们添负担，有时候还能帮补
他们的光景呢。”“老梁头”说得憨厚又自豪。

老年人也要学习、要成长。“老梁头”说，这棚甜瓜
现在卖得正好，下一茬菜苗他已经和附近的育苗基地
订好了。“今后准备大棚水果、蔬菜交替种植，种一茬
甜瓜再种西红柿，西红柿卖完就种吊瓜……”种了30
多年大棚的“老梁头”说，自己现如今种大棚也要科学
规划，要学会分析市场、精准种植，把大棚种得一年比
一年更好，把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更美。

“你看那边，黑白花的是安格斯，黄白花的是海
福特……”近日，在子长市杨家园则镇蜜蜂峪村的
一处小型养殖场，看着牛棚里50多头膘肥体健的肉
牛，养牛专业户郭王宁高兴地向记者介绍着。

牛儿长得壮，心头就不慌。今年37岁的郭王宁
是蜜蜂峪村本地人，养牛之前一直通过跑工程贴补
家用，然而这几年行业不景气，郭王宁日益感到在
外奔波不好赚钱。看到村里人通过养殖、种大棚富
裕起来，他也有了返乡创业的心思。郭王宁在心里
盘算着，发展什么产业才能把光景过得越来越好。

恰逢此时，郭王宁得知了政府扶持养牛的信
息。分别原产于澳洲和英格兰的安格斯、海福特两
种肉牛不仅肉质细嫩鲜美、育肥期短，而且具有体
格健壮、耐粗饲料、适宜放牧、耐寒、产肉量高等优
点，因此被子长市农业部门引进，重点向养殖户推
广。针对海福特、安格斯、和牛等新优品种，子长市
给予每头牛3000元的补贴，极大地提高了全市养殖
户的积极性。

“我是不是也可以试一试？”看到优惠政策，郭王
宁动了心。蜜蜂峪村种植的土地有限，但村民历来
有养牛、养羊的传统，自己的弟弟也有20年的养牛经
验，可以适时指导自己。郭王宁说干就干。

2021年，郭王宁回到家乡承包村集体的场地，
自己创业做起了“牛”产业。经过研究，他特意选择
了肉质好、耐饲养的安格斯牛和海福特牛饲养。刚
开始，由于没有养牛经验，郭王宁还是吃了个“软钉
子”。初次购买的小牛犊出现消化不良等问题，成
活率没有达到预期。郭王宁便一直向弟弟和村子
里的养牛户以及畜牧专家请教，学习肉牛的疾病预
防与控制、科学饲养等养牛知识，逐步掌握了肉牛
养殖技术。在养牛的第一年，郭王宁就有了20多万
元的收入。

秸秆喂牛、牛粪施肥是郭王宁的绿色养殖理念。村民们种玉米秸
秆没处可去，牛儿可以帮忙吃掉；村子里主要发展大棚产业，自家的牛粪
有了去处。“秸秆养牛，不但为村民清理了田间杂物，还避免了野外焚烧
造成空气污染。同时，牛粪是很好的农家肥，不仅促进农作物生长，还节
约了购买肥料的成本。我和周围的种植户也达成了小合作，这是‘一举
三得’的事，大家都乐意。”郭王宁高兴地说出生态养殖的好处。

2023年 7月，郭王宁建起了新的养殖场，把自家的所有牛集中饲
养。这样一来，一方面牛群统一管理，牛粪集中处理，助力美丽乡村建
设；另一方面，集中饲养、集中出售可以极大地节约人员成本，还能够更
好地吸引大客户进村买牛，不用为销路发愁。

“我们未来还能实现代养模式，集体雇人养殖，村民们只需通过分红
就可以增收。”谈起未来的规划，郭王宁信心十足，“年
后，我准备继续扩大成可容纳 200多头牛的养殖场，

自己再养 100多头，号
召村里的养牛散户进
养殖场，扩大牛群，把
养殖场进一步发展起
来，带动更多人致富。”
郭王宁说。

“甜瓜长得好，我看在眼里，心里美滋滋的。我打算在春节期间
上市，刚好能卖上个好价钱，欢欢喜喜地过个高兴年。”在宝塔区青化
砭镇白坪村村民李延梅的甜瓜大棚里，甜瓜藤郁郁葱葱，甜瓜长势喜
人，李延梅一边忙着打理藤蔓，一边乐呵呵地说。

沿着 205省道蜿蜒而上至青化砭镇白坪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一排排规划整齐的现代化温室大棚。2023年，在青化砭镇党委、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白坪村坚持党建引领，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从产
业扶持、技术服务等多方面入手，因地制宜鼓励农民发展大棚产业，
用一个个温室大棚托起群众的“致富梦”。

“我们村是从2023年9月开始筹建温室大棚的，累计投资了359
万元，目前共建成投用温室大棚 11座。经村民大会商议决定，我们
村积极探索‘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特色产业发展模式，在大棚投
用初期，以每米100元的价格承包给村民，主要以种植西瓜、甜瓜、西
红柿、豆角等热销果蔬为主。这种发展模式直接促进村集体收入年
增加7万余元，今年预计能带动承包农户每棚增收5万至6万元。”谈
起白坪村大棚产业的“发展史”，村党支部书记刘金军满脸喜悦。

乡村要振兴，产业需先行。近年来，青化砭镇按照“强主导、抓
特色”发展理念，狠抓林果、养殖、大棚 3大主导产业建设，并坚持把
大棚产业作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产业来抓，不断调整
优化产业结构，“因村制宜”培育出梁村、张坪、白坪村3个大棚产业
主导村。

青化砭镇党委书记王随平表示，今年，各大棚产业村党支部将采
取“村村联建”产业发展模式，共享发展资源，按照“统一品种，统一标

准，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的产销模式，深入了解宝塔区瓜果市场行情，
对接行业内收购商，打通销售渠道，全面促进青化砭镇农产品朝品牌
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

“老梁头”的甜日子
记者 刘彦 白雪 王冬 通讯员 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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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王宁打扫牛圈

果蔬大棚绿意浓
通讯员 梁晓丽 记者 王静

大棚里的父子情
记者 李欢 闫玺 张鑫 通讯员 干轩

● 刘玉亮和儿子刘彦军在大棚里忙碌

● 农户李延梅打理甜瓜藤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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