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川县云岩镇高楼村大力发展产业助民增收——

“苹果就是咱老百姓的‘摇钱树’”
记者 贺秋平 李勇锐

● 趁着天气晴朗，胡永胜在果园里修剪果树

新春伊始，趁着天气晴朗，宜川县云岩镇刘家
卓行政村高楼村的果农们纷纷走进果园，修剪树
枝、清理果园、涂白喷药，为今年苹果的丰收做足
准备。

“大家都常盼望着种棵‘摇钱树’，这苹果树不

就是咱老百姓的‘摇钱树’嘛。”正在果园里修剪树
枝的果农胡永胜高兴地说。

胡永胜是高楼村发展苹果产业较早的农户之
一。上世纪80年代，高楼村村民的收入主要靠种
植烤烟和粮食，一年忙到头刚够全家温饱。当地

政府倡导大家种植苹果树，不少村民都心存顾虑，
持观望态度。一听说要将种粮改为种树，村里的
老人都反对：“种粮都吃不饱肚子，种苹果还能把
人吃饱？”在村民的一片质疑声中，年轻有干劲的
胡永胜带头种下了30棵苹果树。

“一开始，我并不怎么懂管理技术，都是靠
天吃饭。1992年苹果进入盛果期后，一棵树能
产 400斤左右的苹果，拉到市场上每斤能卖七八
毛钱。这么算下来，一棵树的收入能顶上种一亩
地的粮食，大家也真真切切感受到了种苹果带来
的红利。”看到胡永胜种植苹果的效益后，村民们
陆陆续续开始平整土地，种起了苹果。

村民们发展苹果产业的积极性很高，但在管
理上却是摸着石头过河。“起初我们都是粗放型管
理，平时也就打打农药、修剪树枝，后来镇政府、果
业部门经常组织技术人员来村里进行培训，家家
户户的苹果品质和效益都越来越好。”从 30棵苹
果树到 15亩苹果园，靠着小小的苹果树，胡永胜
和妻子供3个孩子读书。现在，家里新盖了5孔窑
洞，给儿子娶了媳妇，还在城里买车、买房，过上了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

中午时分，阳光透过窗户照进窑洞里，暖意融
融。吃过饭后，胡永胜坐在客厅里算起了一年的
收入。“去年，我有部分果园受了灾，剩余 11亩苹
果每斤 4.2元，一共卖了 20余万元，除去人工费、
施肥等成本，纯收入在14万元左右。”胡永胜告诉
记者，家里的苹果行情好的时候收入在30万元左
右，行情差的时候收入也在20万元左右，“就这收

入，咱老百姓的日子还愁过
不好？”

春节期间，胡永胜夫妇
没有置办年货，而是去西安
和儿子一起过了团圆年。
说到新年的打算，这位务劳
了几十年果园的老果农表
示，自己家的果园虽然目前产量不错，但都是乔化老
果园，他打算投资打造矮化密植果园，将来留给儿子
来管理。

“农村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攒再多钱，
还不如给儿子攒块好果园。”胡永胜说。

高楼村的苹果产业起步早、发展好，在十里八乡
很有名气，每年苹果收获季节，全国各地的果商络绎
不绝，市场价格一路遥遥领先，这也离不开果业部门
的悉心指导和培训。

“我们每到苹果生长的关键期都会来到田间地
头，手把手地教果农科学管理果园，从修剪树枝到防
雹网改良再到配合打造重点项目，为的就是让苹果
产业更好地惠及更多群众。”宜川县果业技术推广和
产业营销服务中心农艺师李小卫说。

“2023年，我们高楼村全村苹果销售额在1100万
元左右，90%以上销售单价在 4元以上，最好的卖了
4.5元，最多一户卖了 45万元，挂果期苹果一亩平均
收入在 2万元以上。”刘家卓村会计兼高楼村小组长
谷红军告诉记者，今年村上会继续优化苹果产业，发
展矮化密植新品种，让老百姓的钱袋子越来越鼓，日
子越过越好。

“咱们这个新年礼盒装的苹果切记要严
把质量关，尤其是包装箱内的防撞措施一定
要到位，确保客户在新年期间能吃到最好的
苹果。”春节前后，洛川县电商达人张秀秀依
然忙得不可开交。在冷库里，张秀秀正和工
人进行苹果分选包装，她再一次叮嘱大家，一
定要严把苹果质量关，把苹果保质保量送到
消费者手中。

每年春节前后，洛川苹果的线上销售都
会迎来一个高峰期，这种情况对张秀秀来说
已经习以为常了。最近苹果销售形势非常
好，她更是不敢马虎，认真仔细地保障售出苹
果的质量。

“今年苹果销量预计能达到 600万斤，销
售额能突破4000万元，与去年相比增加了三
分之一，而且我们的销售额每年都在不断增
长。”张秀秀掰着手指头跟记者算起了收入账。

看着这么好的销售形势，创业8年多的张
秀秀非常欣慰。回想2016年刚开始接触电商
的时候，她感触颇深。“我那时只是想把自家产
的苹果卖出去，为家人减轻卖果压力。”

当年，张秀秀家里有12亩果园，她给客商
卖了5亩地的苹果后，剩下的7亩地苹果决定
自己在线上销售。到了年底，全家人坐下算了
一笔账，线上线下销售对比下来，自己在线上
销售的比在线下卖给客商的苹果每斤最少多

卖1元，这给了全家人一个大惊喜。
“之后我们就下定决心，全力支持秀秀把这个事好好干下

去。”张秀秀的爱人霍海龙告诉记者。
有了家人的支持，张秀秀更有了底气，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

自己的事业上。慢慢地，苹果订单量不断增加，张秀秀的电商路
也从刚开始的只做网上零售，到现在专注于做社区一件代发和社
区整车发货。随着供货量的不断加大，张秀秀夫妻俩也开始四处
收购周边果农的苹果，这也打通了她的助农之路。

苹果被称为平安果、幸福果，寓意平平安安，春节期间自然倍
受欢迎。在洛川高速入口旁边的苹果销售市场，龙腾果业的销售
门店内，负责人屈金芳也忙得顾不上喝一口水。与张秀秀的销售
模式不同的是，屈金芳是线上线下齐头并进。

屈金芳是洛川县凤栖街道马家庄村人，随着县城的不断外扩，
村里的土地基本上都被征迁。为了让失地群众没有后顾之忧，洛
川县利用征迁的一部分土地开发成了苹果销售市场，村里的群众
进驻还有优惠政策，趁着这个机遇屈金芳进入了苹果销售行业。

因为地处洛川高速入口处，屈金芳一开始还是针对来往客
流，以苹果的零售业务为主。凭借多年经营积累的良好口碑和客
户，屈金芳也进入了电商销售领域。新年期间，他提前定制了一
些喜庆的年货礼盒包装，特别受欢迎，销售量跟往年相比增长了
一大截。

屈金芳告诉记者，洛川苹果的品牌影响力越来越高，尤其是
在新年作为洛川年货的代表符号对外销售，占了自己全年销售额
的一半以上。最忙的时候，店里每天电商发货量都在数百件甚至
上千件。

据了解，为了支持全县群众依托苹果发展电商事业，洛川县
专门成立了农产品电商服务中心，也出台了一揽子支持政策，为
电商发展开辟绿色通道，在税费、土地、融资、人才、培训等方面多
方位给予政策性扶持，为全县电子商务可持续发展营造了较好的
政策环境。

目前，洛川县共发展培育各类电商经济体近千家，洛川苹果
线上销售从 2014年的年销售额 400万元，发展到 2023年销售额
达18.25亿元。在相关网络平台，“洛川苹果”的话题播放量已经
突破20亿次，进一步打响了“洛川苹果”这个金字招牌，有效助力

“洛川苹果”在新年期间火遍全网，火遍全国。
2023年，洛川苹果总产量 112.78万吨，其中库存苹果总量

57.56万吨，截至目前，线上线下累计销售 15.7万吨，占总库存量
的27%。

“接下来，我们将在电商人才培训、三级物流体系建设、电商
公共服务体系搭建以及传
统商贸转型升级等方面全
力做好电商服务，助力洛
川苹果高质量发展。”洛川
县农产品电子商务服务中
心主任姜云表示。

“虽然牛价降了，但是我会继续好好养
牛，把产业发展好，把生活越过越好。”早春
时节，天气晴朗，延川县大禹街道阳家山村
村民郝荣平在他的牛棚里一边拌着草料，
一边笑呵呵地说。

今年61岁的郝荣平养了40多头牛，是
村里响当当的养殖户，不但是因为他养牛
技术好，大家更佩服的是他从头再来、破釜
沉舟的勇气。在产业政策的扶持下，他凭
着身上的一股“牛劲儿”，尝到了致富的甜
头。

2017年夏天，正在山上给羊割草的郝

荣平突然肚子剧痛倒在地上，家里人赶忙把
他送到县医院，但反复检查却查不出病因。
为了给郝荣平治病，家里人卖掉了养殖的
100多只羊。在辗转几家医院后，郝荣平的
病因终于被查出了。“我怎么都没想到是卟
病，是羊传染的……”治好病后的郝荣平不可
置信地说。

病治好了，新的问题却接踵而至。羊卖
了，家里今后该依靠什么生活？郝荣平一脸
愁容。就在这时，镇上干部来村里宣传养牛
政策，郝荣平眼睛一亮，赶紧跑到镇上找人咨
询。经过近一个月的忙碌，郝荣平的院子里

多了一座牛棚。从刚开始的 5头牛犊开始，
他开启了养牛生涯。

“每一次提起这个件事我都很感动。在我
最困难的时候，政府给了我很大的帮扶，帮我
贷助农贷款，还找了养牛能人手把手地教我怎
么养牛。我能有今天，真的离不开咱政府的帮
助。”郝荣平看着眼前的牛棚不禁感叹道。

从养羊变成养牛，看起来都是养殖，其中
的门道却大不相同，但无论是养牛还是养羊，
郝荣平对养殖的热情从未熄灭，这团火一直
在他的心里燃烧着。牛每天吃几次？要补充
什么营养？从最初拿着书一点一点地翻，到
现在养牛的知识已经烂熟于心，从最初的 5
头牛发展到现在的40多头，这中间都离不开
郝荣平的努力。

每天清晨，在郝荣平的牛棚里，他都会双
手拎着桶，把提前配好的草料倒入料槽。一
头头肉牛从栏内伸出脖子，迫不及待等待“开
饭”。随着牛儿高低起伏的叫声，它们吃上了
最新鲜的草料。

“你别小看我这随意搅拌的草料, 这一点
都没有添加剂，都是豆腐渣、麸皮、玉米粒、玉
米秸秆等配制好的，绿色有机，都是纯粮食，可
不是市面上买的饲料。”正是因为郝荣平富有
营养的草料，他养的每一头肉牛都体型健硕、
毛色油亮，找他订牛的人也越来越多。

2023年，郝荣平养的肉牛一次性卖了十
几头，共卖了16万余元。

“今年，我要继续扩大我的养殖事业，不
管从质量还是数量上，我要把我的牛养得越
来越好，让全家人的生活越过越好。”说起新
一年的打算，郝荣平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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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户郝荣平：

走好养牛路 过上“牛日子”
通讯员 刘娟

● 郝荣平配制草料

“村景”成“风景”“风景”变“钱景”
记者 王静 通讯员 郝波 李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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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时节，走进宝塔区冯庄乡李庄
村，一座座整齐的大拱棚内四季如春，各
种蔬菜瓜果香飘四溢，农民的收益不断
提高。

“现在日子好多了，村上新建的温室大
棚能让我们种植户多挣钱。我现在除了种
植蔬菜还种甜瓜，一年四季只要你愿意种
都能种，收入也是越来越多。”种植户刘金
兰高兴地说。

冯庄乡李庄村是出了名的蔬菜专业
村，种植户刘金兰已有20余年的大棚蔬菜
种植经验。依靠大棚产业，刘金兰的收入
越来越高，日子也越过越好。

记者了解到，以前李庄村种植的都是
弓棚，产能低，种植的茬次也少。2023年，
冯庄乡政府通过项目建设，将村上的残败
弓棚全部进行改造。

村民冯强强以前是李庄村的蔬菜种植
大户，2023年种植蔬菜收入超过 10万元，
看到种植甜瓜效益可观，他于去年10月决
定尝试在新建的温室大棚里种植甜瓜。在
他的悉心管护下，头茬甜瓜长势非常好。

“我有两座温室大棚，全部都种植甜
瓜，一棚就卖了 7万元左右。”冯强强高兴

地说。
2023年，冯庄乡还对西河沟老果园进行

了改造，接续实施了冯庄红色美丽村庄、杜坪
葡萄产业园建设、李庄设施蔬菜产业大棚改
造提升、冯庄设施蔬菜产业大棚改造提升等
项目。在西河沟村，200亩新栽的果树整齐
划一，新果园在降低劳动强度的同时，也让果
农的收入不断增加。

西河沟村党支部书记王树军介绍说，去
年，村上把坡洼地老果园打造成梯田式并新
栽了果树苗，修剪、打药、除草都用机械操作，
对果农来说不仅方便了，经济效益也会提高。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近年来，冯庄
乡坚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优化富民产
业，通过建设温室大棚和大拱棚，发展水果蔬
菜等特色种植，架起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兴
农桥梁，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2023年，“冯庄果蔬”累计收入700万元，全乡
人均纯收入达到 1.75万元，果蔬种
植户人均增收 6000元。建成
温室大棚 37座、大拱棚 68
座，改造老旧大拱棚 49
座，在李庄等13个村先
后实施土地整治3900

余亩，土地翻耕1.1万余亩，土壤培肥1.1万余
亩；成功举办了首届“冯庄味道”丰收节·美食
节系列活动，实现了“冯庄味道”特色产业由
点向面的新增长。

从过去的靠天吃饭、赖地穿衣，到现在的
“村景”成“风景”，“风景”变“钱景”，宝塔区冯
庄乡探索出了一条不断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与
乡镇项目建设融合发展的新路子，引领带动
广大群众增收致富。

冯庄乡乡长王向前表示，今年，冯庄乡将
继续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业，不断优化产业
布局，把设施农业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
进现代农业发展、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
不断拓宽农民致富渠道。同时，还将立足资
源禀赋，按照“蔬菜做精做优、苹果提质增效、
农旅融合发展”的思路，持续巩固发展传统产
业，壮大特色产业，为实现农业
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

富裕富足的高质量发
展注入冯庄新动

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