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么漂亮的花，我们为什么要把
它摘掉呢？”

“因为要给苹果进行梳花、定朵，
把多余的花掐掉，然后才能让养分更
集中供给留下来的花朵，结出更优质

的苹果。”
4月 24日，在洛川县黄章便民服

务中心尧头村的果园里，电商达人刘
延利正拿着手机拍摄短视频，一边记
录父母辛勤劳作的同时，一边针对“粉

丝”的提问，向大家介绍一些洛川苹果的
管理技术。

“我希望用镜头来记录一下父母的日
常生活，同时通过镜头让更多的人了解洛
川，了解洛川的苹果。”刘延利告诉记者，这
样的视频拍摄，她已经坚持了近4年时间。

刘延利进入苹果电商这个行业的契
机是来自于 2021 年的洛川苹果博览
会。当时有个短视频大赛，她随手拍了
一些自家的苹果素材去参赛，结果在网
络上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第二年，
刘延利再一次参加了比赛，经过精心策
划和准备，最终获得了二等奖。这让刘
延利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有了新想法，那
就是通过网络宣传销售洛川苹果。

有了想法后，就要努力实现。在接
下来的日子里，刘延利不断学习电商的相
关知识和技能，将自己的镜头对准了乡
村，展示真实、质朴的农村生活，得到一些
网络平台的关注后，不少网友开始联系刘
延利希望购买品尝洛川苹果。

刚开始，刘延利只是在网上销售自家
产的苹果，随着粉丝越来越多，口碑也越
来越好，自家的苹果已经供不应求，刘延
利就开始帮助周边的乡亲们销售苹果。

尧头村的村民刘孝义就是其中的受

益者。每年，刘延利早早地就来帮刘孝
义卖苹果，从早熟富士、嘎啦开始，一直
到晚熟富士，都“承包”给了刘延利。

“村里好多人的苹果都是延利帮助
卖的，不仅卖得快，还能卖个好价钱。有
了延利的帮忙，我们的果子也不愁卖。”
刘孝义高兴地说。

几年时间下来，刘延利帮周边村民
共销售了 20多万斤苹果，销售额达到
100余万元。

对刘延利来说，目前通过电商助农的
力度与自己期望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她将不断提升自己，努力让事业有一个新
的跨越。2022年，刘延利在洛川苹果城
有了自己的门店，开始了线上线下协同发
展的模式。今年，刘延利又成立了自己的
公司，业务进一步开展，年销售额也从最
初的 20多万元，增加到现在的近 150万
元，这也进一步坚定了她继续将自己的这
一份事业做下去的信心和决心。

“今后，我还要加强学习，提高自己
的能力，做好品控和服务，让洛川苹果能
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同时，我也要努力
帮助更多的果农，让他们种出来的好苹
果能卖一个好价钱。”对于今后的发展，
刘延利有更多的规划。

电商达人刘延利：

“让洛川苹果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通讯员 王文斌 田伟 记者 孙艳艳

● 刘延利拍摄短视频

他力量乡村振兴

小康梦圆

走进宜川县鸿鹏农牧有限责任公
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刚下
线的富硒有机肥料堆成了一座小山，
经过工人师傅打包后发往各地农户手
中。

中农富硒研究院外聘富硒专家、
市老促会富硒服务中心技术员羽鹏芳
介绍说：“富硒有机肥的特点是以羊粪
为主，再加一些腐殖酸和其他元素，最
大的亮点是含有丰富的硒元素。不同
于其他的硒元素肥料，我们采用的是
纳米技术，这个肥料下在地里面以后
不仅能够起到正常肥料的作用，还能
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促使土壤疏
松，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

宜川县鸿鹏农牧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8年建厂投产，每天生产肥料 50
吨，主要销往延安、榆林等地。该公司
主要生产有机肥和富硒生物有机肥两
款肥料，年生产量和销售量为5000吨
左右。“我们公司今后将继续围绕富硒
产业发展，使农业增收、企业增效、人
民健康。”该公司总经理马建清说。

硒是人体中不可缺少的微量元
素，富硒农产品是人体补硒的重要途
径。近年来，在市老促会、市乡村振兴
协会的大力支持下，我市大力推广发
展富硒苹果、富硒小瓜、富硒养殖等农
特产品，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引领群众
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眼下正值果树春季追肥期，在宝
塔区柳林镇孔家沟村，果农张彦斌将
一袋袋购买回来的富硒肥料埋在地

里，夫妻二人一个刨坑一个施肥，配合
默契。这几年发展富硒苹果，让张彦
斌收益颇多，2023年，他的收入达到
27万元。

“今年是我种植富硒苹果的第三
年，富硒肥效果相当好。同样是 80#
的果子，一称就比一般苹果重半两至
一两。我的每斤苹果卖三四元，算下
来，每斤富硒苹果能比普通苹果多卖
几角钱。富硒苹果抗氧化，切开放半
天还是新鲜的。以前，我的一箱苹果
卖 100元多一点，现在卖 140元，一共

卖了1000多箱。”张彦斌高兴地说。
同样依靠富硒产业致富的，还有宝

塔区枣园街道温家沟村村民李有成。去
年 9月，李有成外出学习考察后发展起
了 3棚富硒小瓜，如今走进他家的大棚
里，翠绿的瓜藤上一个个小瓜挂满藤蔓，
长势喜人。

李有成说，再有一个月，他的小瓜就
能上市。这些小瓜用的底肥就是富硒
肥，叶面喷洒富硒营养剂，白粉病、霜霉
病等几乎没有，口感上也要比普通的小
瓜含糖量高一点，吃上又脆又甜。到成

熟前一个星期，这些小瓜还要送到西安
的检测机构，进行专业检测，确定含硒量
有多高。

“我种的另一棚小瓜含硒量是每公
斤 210微克，价格上要比普通小瓜高 1
元。”提起富硒产业带来的好处，李有成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当村民们忙着发展富硒苹果、富硒
小瓜等农产品时，家住宝塔区柳林镇杨
家畔村的王霞、封世平夫妇依托区位优
势搞起了富硒养殖。他们将富硒纳米营
养剂加入饲料进行喂养，富硒猪肉与富
硒鸡蛋供不应求，深受市场青睐。

“猪吃上含有富硒营养剂的饲料基
本不生病，中间给猪吃药打针的环节就
省了，猪肉吃上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聊
起收入，王霞难掩喜悦地说，“去年一年，
我的猪肉毛收入卖了 33万多元，纯利润
就挣了 13万多元。鸡蛋一年四季基本
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我们喂 200多只
鸡，一颗富硒鸡蛋2.5元，一盘是75元。”

硒在人体内有多种生理作用，其中
包括抗氧化和抗癌作用。硒能够促进
细胞的修复和增强免疫系统功能，同
时还可以减少DNA的损伤和突变。硒
也因此被科学家称之为人体微量元素
中的“抗癌之王”，深得老百姓的喜
爱。截至 2023年底，我市共推广富硒
农业种植 5574 亩，富硒养殖 5348 头
（只），较上年分别增长了 178.7%和
534.8%。富硒苹果、富硒谷子、富硒红
薯、富硒蔬菜、富硒养殖等一批农产品
受到市场一致好评。

沃野升腾新“硒”望
记者 王静 黄建斌 通讯员 高雷波

● 果农施撒富硒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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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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的陕北，绿染春山，花漾大
地。

走进安塞区沿河湾镇茶坊村，一
栋栋新型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棚外桃
花盛开，棚内果实累累，成片的樱桃树
上挂满了一串串彤红诱人的樱桃果，
让人垂涎。轻轻摘下一颗品尝，鲜甜
的汁水在齿间瞬间弥漫，口感鲜甜绵
密。

“这种大樱桃不仅个儿头大，口感
也好，丝毫不逊色进口大樱桃。眼下，
本地大棚樱桃十分紧俏，每斤能卖
200元，特别畅销。”大棚樱桃种植户
李鹏正在棚里忙着招呼前来采摘的游
客。

90后的李鹏大学毕业后一直在
外工作，收入也比较稳定。2019年，
李鹏了解到近年来家乡设施农业发展

得特别好，就回到了家乡开始创业。
“我是黄土地养大的后生，这片厚

土里能长出‘金疙瘩’呢。”李鹏拿出全
部积蓄，在茶坊村承包了 8亩地种樱
桃。他说，现在惠农政策好，自家建了
3座大棚，区上每米还给了200元的补
助，在资金上给了他很大的支持，这让
他发展产业的信心更足。

“现在，我的樱桃已经挂果，大棚
的收益一年比一年好。”李鹏说，这段
时间正赶上樱桃成熟上市，每逢周末，
延安市区及周边县区的游客纷纷前来
采摘品尝，体验春天里甜蜜的丰收喜
悦。

火红的樱桃，不仅让李鹏的腰包
更鼓，也带“红”了茶坊村乡村采摘游，
成为当地乡村旅游新名片。

“前几天，我在朋友圈看到这里的

樱桃熟了，个大肉也多，色泽红彤彤的，
看起来就让人有胃口。”正在采摘的游客
雷步艳说，李鹏家的樱桃是绿色无公害
的水果，吃起来香甜多汁，所以她就带着
姐妹们一起来园里采摘，还可以拍一些
照片。

近年来，为增加大棚种植户的经济
收益，真正实现群众增收致富，茶坊村大
力发展日光温室大棚产业，在政策、资
金、技术等方面给予指导和倾斜。村上
将村里的大棚种植能手发动起来，带头
承包种植，充分利用地理、交通便利等优
势，指导种植户第一年种植黄瓜、西红柿
等见效快的蔬菜，以便迅速回笼资金。
第二年，鼓励引导种植户种植草莓、葡
萄、西小瓜等反季节水果，发展棚内休闲
采摘、农耕体验等产业模式，示范带动更
多种植户改变传统种植品种，推广新技

术、引进新品种，进一步增加农产品附加
值，全面扩大特色果蔬种植规模，实现全
村棚栽产业效益最大化。

安塞区自 1992年发展设施农业以
来，广大种植户 30余年来辛勤耕耘，截
至2023年年底，安塞区发展设施蔬果7.1
万亩，年产量31.8万吨、产值14.16亿元，
被确定为陕西省设施蔬菜生产基地县
区，成为陕西省设施蔬菜全产业链典型
县区。

“设施农业虽然累些，但是效益
好。只要你讲科学、下力气，就一定能
把日子越过越红火。”李鹏说，现在在安
塞，越来越多拥有多年种植经验的农
民，正积极在设施农业新领域、新品种、
新技术上持续尝试和探索，让一座座温
室大棚都成为一个个农民增收致富的
主“聚宝盆”。

本报讯（记者 任琦 通讯员 叶忠勇）眼下正是
麒麟西瓜移植大田的好时节，走进富县茶坊街道榆林
桥村的麒麟西瓜种植基地，瓜农们正在将托盘的瓜苗
移植大田，一排排嫩绿的幼苗整齐列队，绿意盎然，焕
发出勃勃生机。

走进麒麟西瓜温室大棚，一派繁忙的景象，村民
们正在进行盖膜、移苗、浇水。榆林桥村村民张忠义
正在补种棚内的瓜苗，他告诉记者：“这是头茬，那边
还有二茬，育苗期限一个月，我们现在进行大田移栽，
移栽以后两个月就可以上市了。”

记者了解到，榆林桥村有不少瓜农之前都曾在甘肃
和宁夏等地种植西瓜，有十几年丰富的种植经验。经过
考察后，他们发现富县榆林桥村的土地温度、光照、土壤、
水源等都很适合麒麟西瓜的生长，于是决定就在这里种
植西瓜。如今，在榆林桥村麒麟西瓜种植基地，获得红利
的不止有瓜农，还有村集体和其他村民。

“麒麟西瓜不仅口感好、品质好，既带动了村集体
收入，又带动了村民的收入。”榆林桥村党支部书记张
建斌介绍说，土地承包每亩800元，村民在这里务工每
天 150元，算下来，每个农户每年能挣 1万多元，再加
上土地流转的费用，村集体一年能收入八万多元。

据了解，近年来，茶坊街道秉持“借鸡生蛋”的理
念，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了浙农公司等一批
外地客商在当地投资兴业。目前，麒麟西瓜种植企业
在全镇范围内流转土地 2000余亩建设简易弓棚发展
设施农业，涉及马坊村、河西村、榆林桥村、东红村4个
村，集体经济均已突破 10万元，榆林桥村集体经济更
是突破20万元。与此同时，该产业还广泛带动周边村
组村民在家门口就近务工，切实增加了村民收入，弥
补了川道地区发展短板，打造共同富裕新通道。

四月天的大田里，桃花正闹芬芳，大棚里的油桃、
小瓜已经抢“鲜”上市，油桃红彤彤，小瓜脆甜甜，让人
垂涎欲滴。

走进宝塔区河庄坪镇康家沟村彭院生的油桃大
棚，一个个油桃又大又红，彭院生正忙着给顾客采摘、
装箱。他说，今年因为气候原因，油桃比去年晚上市
20天左右，这几天刚刚上市，就有很多老顾客前来采
摘。

“我看到微信朋友圈里发的康家沟村的油桃熟
了，周末就和家人来桃园体验一下摘桃乐趣。这里大
棚的油桃口感很好，非常脆甜。”市民李岁燕一边采摘
着品相好的油桃一边说着。

彭院生种植油桃已经有10年左右的时间，经过专
业技术指导和精心管理，大棚油桃的产量和质量逐年
提升，进一步提振了他发展产业的信心。他的油桃大
棚里共有 240棵桃树，分为中油 18和黄油两个品种，
目前油桃已经大面积成熟，色度、个头、口感俱佳。

“我这里主要以采摘为主，每斤油桃卖 15元。我
大概 20多天就能把油桃卖完，一年下来，收入超过 3
万元。”彭院生高兴地说，“我还准备给种植的油桃申
请绿色商标专利，让我家的油桃知名度更高、卖得更
快、收入更多。”

除了鲜美的油桃，今年的头茬小瓜也开启了“采
摘模式”。康家沟村小瓜种植户惠娃一边忙着采摘，
一边感受着丰收的喜悦。

“我的小瓜每斤采摘是12元到15元，这一棚下来
可以卖到两万元左右。我有1座温室棚、两座弓棚，一
年下来能收入六七万元。今年，我准备再租赁两座大
棚，引进两个收益较高的品种，让自己的收入更高一
些。”惠娃说

目前，康家沟村共有温室大棚 56座、弓棚 44座，
主要种植油桃、葡萄、桑葚、西小瓜等，涉及农户156户
475人，人均年收入1万元左右。该村监委主任解勇强
介绍说，康家沟村将积极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引
导群众因地制宜发展新型特色产业，以“一村一品”为
抓手，让家家户户都有产业，能致富、能增收。

康家沟里果飘香
记者 王静 王秀 通讯员 杨晓霞 郁小朋

● 采摘新鲜油桃

不误好农时 移苗栽种忙

● 村民移栽瓜苗

看小康走进乡村

樱桃红 果农乐
记者 刘彦 通讯员 吴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