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负好春光 大棚绿意浓
记者 刘小艳 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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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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时乡村振兴
小康梦圆

三月的春风吹过陕北大地，在田
间地头春耕备耕的身影不时闪现，大
家紧抓春日好时光，为秋日的收获打
下坚实的基础。

近日，子长市安定镇张家岔村高
标准农田建设现场正是一派火热的施
工景象，挖掘机、运输车在现场工作人
员的指挥下，挖高填低、开沟挖渠、清
运积土，一片片开垦后的耕地集中连
片，放眼望去，数百亩农田平坦整齐。

“我们是3月初进场，张家岔村是项
目最大的施工区域，土地平整总计609
亩，目前已完成施工400亩，预计3月底
完成全部施工任务。”陕西鼎铭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项目负责人王建强告诉记者，
接下来，他们将抢抓晴好天气，确保工程
质量及工程进度，继续努力推进项目建
设，确保2024年春耕生产正常进行。

近年来，子长市把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作为促进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实现
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着力在改善农田

基础设施上下功夫，进一步提高耕地抵
抗、灾害能力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

农业提质增效。今年，子长市共建设高标
准农田4万亩，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该

市正全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促进
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实现乡村振兴。

“原先的农田都是小块，通过市政府
建设高标准农田大平大整，便于以后实现
机械化，实行‘电网、水网、路网’一体化，
既能方便农民，又可以使农民粮食高产，
是一件非常好的实惠政策。”子长市安定
镇张家岔村党支部书记薛飞高兴地说。

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将零散的“粮
地”，逐渐变成了“田成方、沟成渠、路成
网、旱能灌、涝能排、产量高”的现代化高
标准农田，并通过田、水、路综合整治与
科学配套，不断改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

据了解，今年安定镇高标准农田建
设总面积达1000余亩，项目于去年底开
工建设，以土地平整、灌溉排水、田间道
路等工程为主，将“窄田”变成“宽田”，

“小田”变成“大田”，优化土地利用结构
与布局，实现集中连片，最大限度地发挥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综合效益，促进农业
发展、农民增收。

3月的延安，天气逐渐回暖，鲜嫩的
蔬菜瓜果在大棚里长势正好，勤劳的种
植户们在田间尽心耕耘，乡村里满是春
日好风光。

阳光正好，宝塔区甘谷驿镇东镇村
的樱桃大棚里生机盎然，一串串饱满的
樱桃挂满枝头，逐渐开始泛红、成熟。
种植户们也抓住有利时机，对大棚进行
精心管护，确保今年有个好收成。

“樱桃现在已经进入转色期，即将
进入膨果期，目前就是要特别注意温
度、湿度、光照，管理好以后，樱桃的果
形、口感都非常好。”大棚种植户苏忠鑫
正在忙着掐尖、除草，并随时观察棚里
的温度，防止发生裂果、掉果等情况。

2019年，在乡村振兴政策吸引下，
苏忠鑫回村发展产业，先后承包了 14
座温室大棚，全部用于种植樱桃。苏忠
鑫说：“今年的天气特别有利于大棚樱
桃生长，目前樱桃长势非常不错，收入
预计能达到15万元左右。接下来，我
们打算继续外出考察，引进更好的产
品，持续提高生产收入。”

延安作为全省最适于发展以日光
温室为主的设施农业区域，自引进日光
温室生产蔬菜以来，在市委、市政府推
动，市场拉动、效益驱动等多重因素作
用下，设施面积不断扩大，瓜菜品种日
趋丰富，产品品质明显改善，种植效益
连年提升。2023年，我市设施农业面积
达到 29万亩，瓜菜播种面积 51.35万
亩、产量161.94万吨，实现产值74.02亿
元，产业覆盖农户达到28.03万人。

趁着早春季瓜果的收购价格持续
走高，农户们正抢抓农时进行采摘、装
箱、出售，丰收的喜悦洋溢在他们脸上。

走进延川县永坪镇聂家坪村大棚，
一阵清香扑面而来。放眼望去，一片翠
绿映入眼帘，藤蔓间挂满了即将成熟的
红籽小瓜。

“我种了两座大棚，年前卖完一棚，
这两天另一棚的小瓜也大量上市了。”
种植户聂世平一边采摘小瓜，一边高兴
地说。

“我们村现有小瓜大棚12座，已上
市11棚，主要是红籽小瓜、新甜24号。

因为我们村的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
所以小瓜口感香甜、品质好。下一步，我
们将立足现有的产业优势，继续做大做强
西甜瓜、草莓种植产业，进一步提升品质，
引导村民科学种植，带领村民走出一条火
红的致富路。”聂家坪村党支部书记聂军
祥说。

设施农业是保供给、为民生、促增收
的富民产业。在延安，温室大棚已经成为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聚宝盆”。

在延长县郑庄镇杜家沟行政村陈旗
村组大棚种植基地，一座座大棚错落有致
地排列，大棚种植户刘阳莉正在小心翼翼
地打理着番茄苗，一株株翠绿的番茄苗在
阳光照射下焕发着勃勃生机。

刘阳莉介绍说：“我现在有1座大棚
种了 5个品种的番茄，5种颜色、5个口
感，能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同时又种了
4棚小瓜，全部用的是农家肥和有机肥两
种，口感相当不错，预计在6月份左右就
上市了。”

2023年以来，延长县郑庄镇按照“新
建一批，提升一批”的思路，争取老旧大棚

改造项目，通过旧棚拆除、土地整理等方式，
将土地重新进行规划、平整，并增加科技投
入和新品种引进力度，全力提高大棚产业发
展质效。陈旗村改建的12座大棚总长度由
原来的1600余米扩大为2400余米，棚内宽
度和高度都有所提高，增加了大棚的透光性
和增温效果，为农业产业高质高效发展提供
了保障。

刘阳莉高兴地说：“有了这5座棚，我一
年纯收入预计在20万左右。”

郑庄镇杜家沟村驻村第一书记高延峰
说：“首先，我们将依托地理优势，继续加强
大棚产业发展，减少劳动力投入，提高产业
质效。其次，引进番茄、西小瓜、葡萄、樱桃
等优良品种，提升棚栽产品的品质。再次，
严格控制农药化肥的使用，确保产品绿色、
有机、无公害，最后，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方
式，对棚栽产品进行帮销，确保产品种得好、
卖得好。”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春风起，农
事忙，大棚已成为延安群众致富增收的重要

“法宝”，在乡村振兴的路上，书写着更多“春
天的故事”。

本报讯（通讯员 贺功 李小飞 记者 王静）春潮
涌动，大地复苏。眼下正是果园管理的黄金时期，为全
面提高林果产业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水平，助推林果产
业提质增效、果农增收，近日，宝塔区甘谷驿镇组织开
展 2024年度果树春季管理现场培训，通过面对面培
训、手把手教学、“零距离”咨询，进一步丰富广大果农
的种植知识和管理经验，助力果农苹果增产又丰收。

“果树修剪一定要注意通风透光，去掉大枝解决光
照，留小枝结果，达到‘大枝亮堂堂，小枝闹嚷嚷’的效
果。旺枝拉、弱枝缩，就是对果树中生长旺盛的枝要进
行拉枝，以减弱其长势，促进其萌生中短枝，为营养生
长向生殖生长转化打下基础……”在该镇李家河村苹
果示范园，镇果树站技术人员通过集中讲解和现场操
作相结合的方式，向果农传授春季果树拉枝修剪、病虫
害防治、低温冻害防御等方面的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
并详细解答果农日常果树管理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同时，技术人员提醒果农，当前重点任务是要及时进行
清园，如果不及时进行处理，有可能造成大面积减产甚
至绝产。同时，对剪除的枯枝要集中清运或烧毁，减少
虫卵的繁殖场所，并要及时喷洒石硫合剂。

培训结束后，果农们纷纷表示，本次培训通俗易
懂，操作性、示范性很强，让他们真正学到了技术，掌握
了果树管理技巧及要领，有效提高了果树管理水平，为
今年果树的增产打下良好基础。

该镇果树站工作人员表示，甘谷驿镇将继续加大
果树培训力度，帮助果农提升果业管理技能，更新管理
理念，指导果农做好果园管理工作，为全面推进乡村产
业振兴蓄势赋能。

“小田”改“大田”“粮地”成“良田”
——子长市着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记者 叶四青 通讯员 段梁梁

本报讯（记者 杜音樵 通讯员 刘小燕 孙新龙）
“树势弱、抗旱性差怎么解决？”“如何提高果树萌芽率？”
近日，为加快苹果产业改良提质增效，落实“科技强果”
行动，黄龙县组织果业乡镇主管领导、果业中心技术骨
干、村组干部、果农大户等，到淳化、旬邑等地的苹果示
范基地参观学习，求取果树丰产优产的“真经”。

在省级旱地苹果“3332”模式实验示范基地，专家
从选址整地、苗木采购、水肥一体、适时栽植、技术管理
等方面做了全面细致讲解，并耐心地解答了果农提出的
各种疑难问题。大家仔细聆听、虚心请教、交流讨论、吸
收经验，整个参观学习现场热闹非凡。

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学习受益匪浅，不仅增加了知
识，开阔了眼界，还解决了一些技术上的疑难问题，极大
提振了他们发展果业的信心和果园管理技术水平。

王勇利是界头庙镇的苹果种植大户，提起此次外
出学习经历，他感触颇深：“这次外出学习，对我感触很
大，特别是参观了省级苹果示范基地后，让我看到了自
己的不足之处。回去之后，我会把在这里看到、学到的
东西运用到自己的果园发展中去，让果树越长越好，让
果园向科技化、科学化发展。”

“淳化、旬邑果业发展活力之足、发展水平之高、发
展规模之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县果业中心高
级农艺师孙新龙告诉记者，“这次学习收获很大、效果很
好，我们的村干部、果园大户、技术员都学到了不少先进
的管理技术和经验，这对我们苹果产业发展起到了很大
的推动作用。我们要认真总结归纳这次学习的经验，因
地制宜，取长补短，尽快落实到春季生产第一线。”

近年来，黄龙县高度重视苹果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为进一步推广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提升全
县苹果标准化管理水平，该县按照“稳规模、提品质、降
成本、增效益”的总体思路，通过组织果农外出学习、邀
请专家现场教学等方式，不断提升果农种植技术水平，
促进黄龙苹果产业改良提质增效，实现联农惠农增收。

● 冯强强给西甜瓜秧苗打掐、吊蔓

● 施工现场，机械正在作业

他力量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姜顺 通讯员 贺
锦坤） 3月 13日，黄陵县果业中心联
合桥山街道办举办果园防冻技术现场
培训活动，吸引了众多果农前来学习。

培训会上，黄陵汇基生物质能源
有限公司的技术员针对果园花期防冻
和移动式熏烟筒的操作方法为培训果

农进行了详细讲解，并手把手示范教
学，果农积极参与。参加完培训后，桥
山街道办果农李建荣告诉记者：“今天
技术员讲的科学防冻和生物防冻知识
操作起来省工又省力，我学到了不少
技术。参加完这次培训学习后，我要
赶紧提前做好防冻工作。”

为了做好果园春季防冻工作，黄陵
县果业中心早谋划、早动员、早安排，充
分利用果树枝条进行物资准备，指导果
农开展防灾减灾，以点带面，引导全县果
农科学防御，切实做好花期防冻工作，促
进果业高质量发展。

“根据今年天气情况，我们通过技术

培训、现场操作等多种形式，及时组织动
员群众采取间伐降密、增施有机肥、果园
灌溉、人工授粉、苹果保险、‘保险+期货’
等多形式抓好果园花期防冻工作，确保全
县果业生产安全，增加果农收入。”县果业
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副主任裴
文武说。

防冻提早做 严防“倒春寒”

果农春日“取经”忙

果园春管正当时

本报讯（记者 王静 王秀 曹宁宁）近日，走进宝
塔区冯庄乡李庄村村民冯强强的温室大棚，春意盎然、
一派生机，一株株西甜瓜秧苗排列整齐，冯强强夫妇正
忙着给西甜瓜秧苗打掐、吊蔓。

冯强强是村上的蔬菜种植大户，2023年种植蔬菜
收入超过 10万元，看到种植西甜瓜效益可观，他在去
年9月决定尝试在新建的温室大棚里种植西甜瓜。在
他的悉心管护下，头茬西甜瓜销量不愁。近日，随着天
气回暖，第二批秧苗进入定植关键期，冯强强夫妻俩早
早采购回西甜瓜秧苗，又在两个温室大棚里开始栽植
了，并邀请冯庄乡的技术人员现场指导。目前，西甜瓜
秧苗90%以上全部成活且长势喜人。

“我们甜瓜苗栽了 2800多株、西瓜苗栽了 400多
株，成活率都相当好，预计西甜瓜在5月左右就能上市
了。我们头茬西甜瓜卖了4万多元，再加上第二茬，2座
棚一年下来大概能收入8万多元。”冯强强高兴地说。

目前，冯庄乡共有日光温室大棚 550余座，弓棚
1500余座，种植户达 760余户。日光温室大棚主要种
植西甜瓜，弓棚主要种植辣椒、豆角、绿叶菜等，定植的
秧苗主要从周边县区的农业示范园采购，预计第二批
栽植秧苗220万株左右，栽苗将在4月上旬结束。

抢抓农时栽秧苗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延长县郑庄镇王
仓村的红薯育苗基地，工人们正忙着挖坑、
埋土、浇水，忙得不亦乐乎，为红薯丰产做
着准备。

据了解，该基地共有9座育苗大棚，预
计产苗 900万株。近年来，红薯产业已成
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通讯员 贾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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