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康梦圆

最是一年春好处，万物复苏生机
来。近日，在宜川县英旺乡北底村的
温室大棚里，一串串红彤彤的小番茄
瓜果成熟，令人垂涎欲滴，不少游客慕
名前来采摘尝鲜，体验田园乐趣，大棚

里呈现出一派火热的丰收景象。
春暖开花时节，穿梭在一排排藤蔓

间，捧起一串串圆滚滚的“樱桃”番茄，阵
阵果香扑鼻。大棚内，番茄“串”起的是
丰收的喜悦，更是农户们的幸福生活。

“我们家种大棚已经5年了，棚里各
种各样的小番茄一直能卖到 6月份，每
座大棚的收入在2万元左右。”该村村民
袁丽娟高兴地说，除了小番茄，今年她家
还种了西瓜、小瓜、草莓等水果，预计再
有20多天就成熟了，希望到时候会有更
多游客前来采摘、品尝。

眼下，小番茄已经进入了采摘期，前
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游客们提着小
果篮仔细挑选，沉浸在采摘的快乐中。

“前几天，我听朋友说这里的小番茄
成熟了，今天刚好有时间，就赶紧来品尝
一下。现场品尝后，觉得这里的小番茄
确实好吃，我打算多采摘一点，带回去给
家人一起尝尝。”游客郝邵轩说。

游客许锋也趁着天气好，特意出门
踏春，到大棚里现场采摘小番茄。“今天
天气不错，我就出来逛逛。这里的小番
茄吃起来酸甜适宜，味道很好。”

英旺乡距离宜川县城27公里，交通
便利，生态环境好，具有良好的区位优
势。近年来，英旺乡因地制宜，突出特
色，把发展设施果菜作为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的主导产业来抓，先后建成了一批
产业示范基地，成为了群众增收致富的

“香饽饽”。
除了小番茄，在英旺乡茹坪村的温

室大棚里，乳白色的甜瓜也挂满枝蔓，香
气四溢。村民艾邵丽今年种了 12座大
棚，丰收在望。

“今年的甜瓜产量很好，预计1座大
棚能卖三四万元。我们的甜瓜味道也
好，销路不用发愁，相信我们大棚产业会
越来越好，我们的收入也会越来越高。”
望着长势喜人的甜瓜，艾邵丽信心满满
地说。

春日里的一座座温室大棚，寄托
着农民丰收的喜悦，也孕育着产业振
兴的生机。“咱们的特色大棚产业喜获
丰收，老百姓的收入也提高了，大家心
里都美滋滋的，作为包村干部我们非
常高兴。在今后产业发展过程中，我
们还会持续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指
导，让老百姓的收入越来越高，日子过
得越来越好。”英旺乡茹坪村包村干部
白浩博说。

随着气温的回升，黄龙县又到了
投放蟹苗的时间。近日，在黄龙县畜
牧兽医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把从上海
运来的价值 24万元的 4500斤优质蟹
苗，免费分发到全县 7个乡镇的 18个
养殖户手中，解决养殖户发展水产无
好苗的后顾之忧，也为老百姓投下了
致富新希望。

发放现场，村民们有序对账签字、
领取蟹苗，小螃蟹们也一个个精神抖
擞，准备喜迁“新居”。随后，领到蟹苗
的农户赶往自家蟹塘，将一只只活力

十足的优质蟹苗放入池塘内。
“我从2016年开始养大闸蟹，到今年

已经快10年时间了。”崾崄乡白城桥村村
民李喜军告诉记者，“今天，我在畜牧中心
免费领到投放20亩池塘的大闸蟹苗，每亩
可放大闸蟹放苗800到1000头。我估算
了一下，年收入预计可达30余万元。刨去
成本，纯收入大概在20万元左右。”

引进渔业新品种是近年来黄龙县促
进渔业产业升级和发展的重要措施之
一。据了解，本次发放的蟹苗是已经通过
实验养殖的早熟蟹种“申江1号”，还有一

种由上海海洋大学培育出的暂定名为“海
大白玉蟹”的新品系。黄龙县通过引进渔
业新品种，促进渔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
化，丰富渔业资源、改善品质、提高水产养
殖效益，促进渔业增效、渔民增收。

“今年我们全面推广‘申江 1号’早
熟蟹种的养殖。这个品种经过两年的实
验养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望在中秋
节前后上市。此外，今年我们引进了海
洋大学新培育的一个品系，该品系名为

‘海大白玉蟹’。这种品种因为通体透
明，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希望通过新

品种的推广给我们带来新的突破。”县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冯万能向记者介绍说。

黄龙县素有“黄河绿洲”“陕西一叶
肺”之美誉，年均水资源量 1.55亿立方
米，是陕西省重要的水源涵养和水土保
持区，清澈甜美的河水，为大闸蟹生长提
供了优越的环境。2020年，黄龙县获得

“中华好蟹标准化养殖基地”称号。截至
目前，全县大闸蟹养殖面积509亩，预计
产量 6万斤、产值约 600万元，大闸蟹绿
色水产品养殖已成为当地群众致富的重
要产业之一。

大棚果实盈 农户喜心头
记者 贺秋平 通讯员 周凯 刘一颖

● 游客采摘小番茄

春投一篓苗 秋收万斤蟹
记者 杜音樵 通讯员 胡黄忠 马益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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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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小康走进乡村
进行时乡村振兴

只为秋日果满园
——子长市奏响春管“进行曲”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叶四青 通讯员 张亚宁

春天的脚步走进果园，果树的枝
条碧绿油嫩，小小的花苞长满枝头。
子长市的农民和技术员也不误农时，
走进果园，在“咔嚓咔嚓”的果树修剪
声中，奏响了一曲曲春管“进行曲”。

播下“及时雨”技术送到家

“如果留下这条长枝，另外的两枝
就不用留了，要依次修剪掉。为了让
再生出新枝条和防止雨水浸入，还要
留有一定的空间，修剪的时候稍微要
带有一点斜度……”在南沟岔镇砖窑
峁村组织举办的 2024年山地苹果春
季管护培训活动现场，子长市果业开
发中心技术员米世宏讲得细致，果农
们听得认真。

“专家讲解管护知识，让我学到了
不少东西，这对我们果农来说帮助非
常大。”南沟岔镇张家湾村果农王永平
听完讲解后说。

结合南沟岔镇山地苹果发展规

模、目前管护情况、果园修剪进展、果树
长势以及气候等实际特点，技术员给40
多名果农详细讲解了山地苹果的春季管
护关键技术，并现场对苹果树形修剪、拉
枝、挂果枝的控制等技术进行了现场示
范。

“这次培训，及时解决了我们镇果农
在果园管理方面存在的技术问题，增强
了果农规范化管理果园以及大力发展苹
果产业的信心和决心。”南沟岔镇镇长刘
杰说，“我们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全面
抓紧抓实春耕备耕各项工作，全力推动
我镇农业增效，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春季气温回暖，万物开始复苏，正是
修剪果树、培育新枝的最佳时期。今春
以来，子长市果业开发中心及时抽调全
市果业技术人员、业务骨干、科技特派
员、土专家等，组成志愿服务队，深入子
长各镇积极开展田间课堂，为广大果农
送技术送服务，帮助果农解决难题。

玉家湾镇赵家台村果农王艳兵说：“这

些专家讲得都很全面、很周到，我听了以
后学到了不少知识。我有几十亩果树，
回去之后要根据这些专家讲的技术好好
修剪、好好管理，争取在秋季有个好收
成，培育出优质果，卖出好价钱。”

“线上”+“线下”形式更实用

今年的培训与往年相比，子长市在
形式上进行了创新，打破传统的“大堂
课”“干理论”等培训方法，采取“线上”+

“线下”的培训形式，每个镇进行一次室
内课堂理论讲解，再根据果园发展时间
长短、果农从事山地苹果栽植年份、发展
的品种和亩数等，分片区、分小组进行实
地培训。同时，培训的内容也进行了细
化，增加了具有子长特色的土坑式防冻
窖和自制油桶防冻、全市农业产业奖补
政策等内容，切实解决了果农当下春季
管护阶段各方面的技术问题，增强了发
展苹果产业的信心和决心。

子长市果业开发中心副主任张峰介

绍说：“现阶段，我们主要开展指导果农
完成果树修剪、病虫害防治、果树刻芽、
春季施肥、春季防害等工作，让果农能够
真正学到技术、用好技术，管好果园，为
今年全市苹果产业的增产增收打好基
础。”

近年来，子长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
落实延安市委、市政府“苹果北扩”战略，
按照“高标准建园、精细化管理、规模化
发展、品牌化经营”的发展思路，出台发
展苹果的相关政策，全方位做大做强山
地苹果长效产业，全市山地苹果种植面
积突破30万亩。

子长市果业开发中心主任南飞表
示，“今后，我中心以春季培训活动为契
机，积极深入田间地头，创新服务形式，
认真落实果园管护措施，既让广大果农
掌握山地苹果高效栽培技术和管理方
法，也要增强果农发展苹果产业促增收
的信心，为实现子长市山地苹果丰产丰
收奠定良好的基础，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郁小鹏 记者 王静）近日，宝
塔区在麻洞川镇石窑湾村，一辆满载各种果树苗木的
货车停放在路边，村民们在第一书记张勇和村驻村工
作队员的引导下，有序地排队免费领取果树苗，大家
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喜悦。为了保证规范栽植，驻村
工作队员们还挨家挨户进行示范指导，并为村民们普
及果树日常管理相关技术。

“今天驻村干部给我们免费发放了果树苗，把服务
送到家，我心里很高兴。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我一定要把
果树苗栽好，等结出果子自己家里可以吃，还能拿到镇上
卖，有了收入又能补贴家用。”村民贺慧芳高兴地说。

据了解，此次发放的果树苗木全部是由宝塔区林业
局驻村工作队经过多方考察、精心挑选的具有抗病能力
强、成活率高的高质量苗木，包括西梅李子、玉黄大杏、薄
皮夏梨等多个种类，共计1000棵，价值4.5万余元。这些
苗木今年栽种，明年就可以结果，经济效益明显。

发放果树苗木是麻洞川镇石窑湾村发展“庭院经
济”的一个缩影。今年，石窑湾村把发展“庭院经济”
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指导村民合理规划庭院，利用房
前屋后的闲散地栽种特色水果，力争把庭院里方寸土
地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园”。

“庭院经济”不仅可以有效改善乡村人居环境，还
可以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张勇
说：“致富道路千万条，我们和村‘两委’班子成员通过
走访村民，听取民意确定发展‘庭院经济’，力争在提
升村容村貌的同时，给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接
下来，我们将做好果树日常管理指导和产销对接等方
面的工作，同时坚持‘庭院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整治
并举，努力推动和美乡村建设。”

本报讯（记者 叶四青 通讯员 张亚宁）春耕在
即，备耕先行。连日来，子长市植保植检站积极开展
农业植物检疫检查工作，防止检疫性有害生物的传
播，切实为春耕备耕保驾护航。

“植物检疫的目的是杜绝染疫种苗、废弃枝条等
进入市场，防止检疫性病虫害的传播蔓延，有效防范
植物疫情传播扩散风险，还可以保护农作物的生长和
质量，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3月 25日，子长市植
保植检站副站长郭家辰一边向种植户宣讲，一边与同
事们认真观察果树的生长状况，查看病虫害迹象，并
按照检疫标准采样。

除了走进一线向种植户宣讲，植保植检站的检疫
员还对子长城区及各镇的农资经营门店、苗木销售
场、花卉店等地进行了检疫检查，详细了解苗木有无
病虫害，苗木产地的合法检疫合格证，花卉调运检疫
证书，各类种子检疫证单号标识等情况。检疫员叮嘱
种子、苗木、花卉等经营店的主要责任人要熟知检疫
程序，了解检疫的重要性，保证向广大农户销售具有
主管部门出具登记备案证明的产品。同时向经营店
负责人、营业员宣讲了植物检疫的相关法律法规，细
致全面地解答其提出的疑难问题。

“农业植物检疫检查工作的开展，对于保障农业
生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还要继续加大检疫检
查力度，有效排查有害生物入侵隐患和阻截农业检疫
性有害生物传播扩散，提高广大种苗经营者对农业有
害生物传播的防控意识，进一步规范种苗市场秩序，
保障子长市春耕用种用苗安全。”子长市植保植检站
站长段玉栋说。

疫情早预防 春耕更安心

工作人员查看果树生长状况工作人员查看果树生长状况

本报讯（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吴舒捷）眼下正
是果园管理的最佳时期。为了不误农时，保障果园生
产，连日来，洛川县苹果生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技术
人员将果农急需的实用技术送到田间地头，为今年苹
果增产增收提供有力支撑。

3月12日，在黄章便民服务中心下黄章村，果业技
术人员正在通过集中讲解和现场操作相结合的方式，
向果农传授清园、腐烂病治疗、春季施肥、矮化密植园
拉枝修剪等方面的注意事项和科学管理技术，与果农
进行互动交流，讨论果园种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及
时答疑解惑。同时组织果农现场操作，针对发现的问
题进行示范纠正。

果农安军平最近正忙着给自家果园清园、刮腐
烂，听了技术人员的现场指导，学到了不少果园管理
的新知识。“通过培训，我对刮腐烂有了新的认识。在
以后管理果园中，我要勤检查果树，对病斑要及时用
药剂处理，让我的苹果卖个好价钱。”

同样受益匪浅的还有果农李杨锋。去年，他新建
了 3亩矮化密植园，当下正是矮化密植园果树修剪的
最佳时期，这几天他正为如何修剪发愁。“我以前种的
都是乔化树，去年建了矮化密植园，现在也到了该修
剪果树的时候了。这场培训很及时，我听了心里就有
底了，也有信心把果园管理好。”李杨锋高兴地说。

县苹果生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王晓东告诉
记者，当前已进入果园春季管理的关键时期，加之去
年雨水比较多，绝对温度相对较低，所以今年腐烂病
相对比较严重。连日来，他们组织业务干部深入田间
地头，指导果农重点做好清园、腐烂病治疗和矮化树
的修剪。截至目前，已组织果农培训 20多场次，培训
果农人次达到5000人次。

家中小庭院 变身“致富园”

技术送田间 增收有保障

本报讯（通讯员 宋妮 记者 李
欢）春光不负，农时不误。眼下正是
果树春剪的黄金时期，连日来，延川
县延水关镇的果农们纷纷抢抓时机
进行果树剪枝，为丰产增收打下良好
基础。

在东村党支部书记杜晓燕的桃园
里，杜晓燕正忙着对果树进行修剪。
只见他一手压着枝条，一手拿着剪刀，
疏剪过密枝条，剪短徒长枝。

“桃树修剪主要修剪背上枝、背下
枝，去掉老化枝，确保今年桃子的口感
和品质。”杜晓燕告诉记者，在修剪时，
不仅仅要考虑产量，更要考虑品质。
杜晓燕依据不同树龄、树势，对一株株
桃树的局部长势、枝量、枝类等进行细
致分析，并精心修剪，以达到树体主次

分明、枝条能合理利用空间，充分利用
光能达到优质高产的目的。

在贺家河行政村的枣树林里，该村
党支部书记杨碧娥正组织村里的“土专
家”修整着休眠了一个冬天的枣树。修
剪拉枝后，一棵棵枣树呈现出整齐规范
的纺锤形树形。

“这里的枝条有点密，通风透光不
行，会影响挂果和品质。中间的老枝
需要剪掉，粗枝也要剪掉，小枝暂时留
下……”杨碧娥一边忙活，一边向记者
介绍说。

据了解，开春以来，延水关镇积极
与行业部门对接，邀请专业技术人员到
田间地头对果农进行培训，并且积极宣
传相关补助政策，充分调动果农和产业
大户的积极性，全力助力产业发展。

不负好春光 果园剪枝忙

● 杜晓燕在果园忙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