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气回暖，田间地头一片忙
碌。近日，在黄陵县桥山街道真村，
村民李春玲在果园里开心地和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黄陵县苏家险苹果示
范基地负责人李兴年聊着给果树高
接换优新品种的事情。

李春玲家的果园与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黄陵县苏家险苹果示范基地
仅一路之隔，她是这里的常客，经常
在基地里向李兴年学习技术和经
验。

“我们去年给她新建了一片园
子，完全采用的是现代矮化密植模
式，水肥一体、高架防雹网。果园代
建代管，所有的水肥一体化、水肥质

保都由我们去管理，农户只需要做
简单的一些园艺辅助工作，这是一
种非常轻松的管理方式，我们合作
得也非常好。”李兴年介绍说。

“秦脆”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
陵县苏家险苹果示范基地这几年栽
种的苹果新品种，当看到高品质、高
效益的秦脆苹果时，李春玲就心动
不已。今年，她终于下定决心，通过
嫁接技术，把果树全部换成秦脆品
种。

“据我观察，秦脆这个品种非常
好，果个、果形、色泽、口感都特别
好，另外一亩地能卖两三亩地的
钱。”李春玲说，“有个好品种对咱果

农来说就是最大的收益。”
近年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

陵县苏家险苹果示范基地积极探
索、实践规模化苹果产业发展之
路。4年时间，他们紧紧围绕苹果
产业发展，推广不套袋技术等先进
农业生产技术，提高果品品质，降低
生产成本，打造出了一片高品质的

“五新”果园。
除了与果农之间的代建代管模

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陵县苏家
险苹果示范基地从去年开始，与苏
家险村、真村村集体合作，建立包建
包管模式，将村集体土地流转起来
进行包建园、包管理、包销售的股份

分红合作。
截至目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黄陵县苏家险苹果示范基地已辐射
周边果农代建代管果园 5.81亩，与
村集体包建包管 47.13亩，与企业联
建联管150亩。

为了实现长远效益，李兴年称
这种模式为“品种定江山，品质赢天
下，品牌传万家”。他说：“将来我们
会朝着专、精、特、新方向去发展，朝
着高品质、高效益方向发展，把专
业、特色和精细化管理的新模式全
部体现出来。希望在黄陵这个片
区，秦脆能到处生根发芽，给咱老百
姓带来更多更好的收益。”

结缘秦脆
记者 姜顺 通讯员 党静 吴鹏飞

◀ 李兴年指导果农李春玲接换果树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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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研学“热辣滚烫”
本报讯（记者 姜顺 通讯员 郝文博）近日，由

陕西黄帝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精心组织的中小学乡
村振兴研学活动在田庄镇拉开帷幕。来自店头镇中
心小学教育集团的240余名师生参加此次活动。

学生们首先来到位于该镇的美健琳食品有限公
司，在糕点师傅的指导下，学生们亲手制作糕点饼干，
体验动手的乐趣。在陕西蔷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通
过工作人员讲解和实物展示，学生们全面了解了无土
培育，亲身体验果苗的移植栽培，激发了对农业科学
技术的兴趣。在黄陵县通航机场，学生们通过航空知
识科普，无人机展演，轻型运动类飞机展示等环节，了
解飞行知识。在东石狮村，通过农业+情景游戏的形
式，组织大家开展了一场寻宝活动，大家体验农耕文
化的同时，“童”享劳动乐趣。

本次乡村振兴研学活动，既锻炼了学生们的实践
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也让学生在学到农业知识的同
时，深刻体会到劳动的意义和价值，为他们的成长和
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田庄镇将围绕省级旅游示范镇创建的契机，通
过完善配套设施、提高服务水平等措施，切实做好研
学研旅这篇大文章。”田庄镇人大主席梁浩坤表示，按
照全县研学整体规划，田庄镇依据资源禀赋实际，着
力打造了以美健林食品、蔷薇农业科技、通航机场、东
石狮古柏群景观、农业情景剧等为主要内容的特色研
学线路，让参与的同学通过了解家乡，感受身边的美
好。

田间地头忙 绽放新“薯”光
本报讯（通讯员 张龙 记者 叶

四青）春光明媚，生机勃勃。近日，走
进子长市寺湾便民服务中心刘家硷
村，只见田间地头村民们来回穿梭，忙
着种植马铃薯。他们分工明确，打窝、
放种、填土……一派抢农时、抓春耕的
繁忙景象，拉开春耕生产的序幕，良田
即将再次披上绿装，让村民看到了增
收致富的“薯”光。

“政府搞示范田，给我们免费翻
地、覆地膜，配发有机肥、种子，还有技
术员不定时给我们专业指导，我对发
展马铃薯试验田很有信心。”刘家硷村
村民井富宝说。

井富宝口中所说的试验田便是
寺湾便民服务中心与子长市薯业开
发中心合作，在刘家硷村和中庄村建
设的百亩马铃薯新品种“甘引 9号”
试种基地。新品种马铃薯“甘引 9
号”是子长市薯业开发中心、薯类研
究所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于 2022年
引进的晚熟新品种，生育期 115天，

植株耐旱、耐寒，抗病毒强，薯型好、
薯块大、芽眼浅，单株结薯数 6个以
上，产量 945克左右。通过种薯繁育
过程的测产，亩产达到 3800公斤，淀
粉含量15.1%。

“今年我们刘家硷村在政府的引
导下，发展了 30多亩的新品种洋芋。
经政府宣传，并大力扶持，我们村民的
积极性都很高，现在基本上已完成了
种植任务。”刘家硷村村委会副主任石
海峰表示。

近年来，寺湾便民服务中心坚
持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导向，在马铃
薯新品种“甘引 9 号”试种中以群
众增收为目标，动员村干部和种植
大户发挥带头作用，实现跨村集中
连片种植，共涉及农户 46 户，免费
为群众深翻，免费提供种子、化肥、
地膜并与市薯业开发中心、薯类研
究所建立合作关系，指导良技良
法，采用高垄栽培，机械化作业，实
现科学化管理。寺湾便民服务中

心党总支书记杨雷雷说，“马铃薯
新品种‘甘引 9 号’试种成功，每亩
收入可达 4000元，比种玉米每亩增

收 2600 元，基地产值可达 40 万元，
让土蛋蛋变成村民增收致富的‘金
蛋蛋’。”

小康梦圆

● 村民们正在铺地膜

本报讯 （记者 周家天 李汶涛
冯学慧）机器在田间忙碌穿梭，走过
的土地变得焕然一新，现场的敲击声
不断，石块被整齐地码在一起。连日
来，宝塔区甘谷驿唐坪川流域生态保
护修复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唐坪川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区
域属于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地貌，水
资源短缺、水土流失严重、耕地质量
差、植被稀疏且树种分布单一等生态
环境问题突出。

正在田里工作的罗家湾村村民罗
维虎说：“我们家有三亩地，以前地不
平，石头也多，机器根本进不来，每年

都要投入大量劳动力和时间去耕作，
现在土地平整了，机器耕作让我们省
了不少工夫，能选择的农作物品种和
产量也变多了”。

“生态疮疤变发展亮点，最幸福的
还是咱老百姓。”罗家湾村村主任罗海
东在采访中高兴地告诉记者，“我们村
生态保护修复了 280亩地，通过这次
生态保护修复，我们的洼地变平整了，
红薯种植规模扩大了，老百姓的收入
也在逐渐变好。”

据了解，甘谷驿唐坪川流域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工程计划总工期为 3
年，从2023年开始至2025年结束。工

程总体投资7000万元，地方整合3300
万元，省级补助 3500万元，地方配套
200万元。位于宝塔区甘谷驿镇，范
围上至康家沟村，下至甘谷驿镇东镇
村，主要涉及东镇村、西沟、前苏沟、唐
坪等 12个村组。实施范围面积 97.5
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河道综合整治、林分改良、封育、
梯田改造等工程措施，实现山、水、林、
田、湖统一规划、系统修复、综合治理。

项目完成后，可有效减少水土流
失，提高水源涵养能力和固碳能力，减
轻污染，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是保
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的

有效措施。项目实施对当地农业发展
也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可以实现生态
保护和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目标，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甘谷驿镇组织委员贺功表示，目
前，该镇土地治理工作已经进入扫尾阶
段，部分村已经开始翻地和旋耕。在土
地治理结束后，还将配套进行面源污染
治理和污水处理。此外，为扩大红薯的
种植面积，提升标准化、机械化耕作水
平，还为红薯产业配套了滴灌等设施，这
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将为农民带来增收致
富的机会，助力乡村振兴生态绿色发展。

本报讯（记者 贺秋平 通讯员 胡晓蒙）车间机
器轰鸣，油茶醇香扑鼻。近日，宜川县丹州街道南窑
村油茶厂正式开业投产运营，标志着当地发展村集体
经济产业化迈上了新台阶。

走进南窑村油茶生产厂生产车间，油茶的醇香扑
鼻而来，生产线上机器轰鸣，崭新的炒锅翻炒着芝麻
和瓜子仁，搅拌机将熟面和配好的花生、瓜子搅拌均
匀，包装机将拌好降温的油茶打包装袋，一派繁忙的
生产景象。

“南窑村油茶厂已经办妥了油茶生产许可证，目
前日产量能达到 50至 80箱，可有效带动脱贫户就
业。”南窑村油茶厂厂长任三虎说道。该厂是宜川县
唯一一家标准化油茶生产厂，位于丹州街道景阳村，
总投资额70余万元，占地1000多平方米，预计年产量
达3.6吨。

“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带动村民增收致
富，我们南窑村驻村工作队会同村‘两委’，经大量调
研，结合宜川饮食特点，确定发展油茶厂。”陕西省农
业农村厅派驻宜川县丹州街道南窑村第一书记焦欣
伟介绍说，发展油茶厂，他们还邀请了村致富带头人
提供技术指导，共同打造宜川特色饮食新名片，共同
助力乡村振兴。

油茶产业正飘香

本报讯（通讯员 高曙光） 4月25日，延安大学医
学院师生一行22人来到延川县贾家坪镇，与镇政府举
行了结对帮扶项目启动仪式。

在这个结对帮扶项目计划里，延大医学院将以提
升贾家坪镇磨义沟村医疗服务水平为起点，逐步形成
高校与乡村良性互动关系及联络机制，实现资源共
享，为突破乡村医疗发展难点和痛点提供有效支持。

活动当天，延大医学院“白求恩服务队”还为当地
居民开展义诊服务；又协同其咸阳分院下设的西安三
桥精诚医院，为贾家坪镇磨义沟村打造了一间全新的
卫生室，免费赠送日常疾病所需药品、医学相关书籍
等医疗物资，解决村民对日常疾病、健康保健的需求；
之后，同行医护人员还对镇卫生院的乡村医生进行了
《心肺复苏》《儿科重症的识别与处理》《常见染色体疾
病》等专题业务培训，帮助他们更新知识结构，提高健
康服务能力。

此次结对帮扶活动，不仅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享
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和人文关怀，也促进了高校与乡
镇的深度合作。延大医学院师生积极投身乡村振兴，
对加快形成城乡互补、协调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提
升乡村居民满意度和对医疗服务现实需求都有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

高校资源下沉乡村

本报讯（通讯员 张龙 记者 叶四青）三月桃花
犹在眼，而今硕果满枝头。眼下，子长市寺湾便民服务
中心凉水湾村的油桃进入了成熟期，陆续抢“鲜”上市。

记者走进种植户井伟家的大棚里，浓郁的果香扑
面而来。一棵棵桃树长势喜人，一个个红彤彤的桃子
挂满枝头，让人垂涎欲滴。在大棚里忙着采摘油桃的
果农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油桃陆续成熟，井伟每天都忙着采摘果子、打包
装箱。“除了投入少，油桃售卖也省心，每年上门收购
的客商非常多，不愁卖不出去。”井伟说，经过多年摸
索实践，他已经掌握了丰富的管理技术和种植经验。
什么时候剪枝、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升降棚温，他
心里很清楚。他家种的油桃个大味美、色泽鲜艳、甜
脆可口，很受客商欢迎。

据了解，寺湾便民服务凉水湾村中心过去以种植
粮食作物为主，农民收入较低。近年来，逐步转变思
想，调整产业结构，有序规范引导土地流转和规模经
营，加速产业结构调整，探索发展规模高效的大棚西
红柿、油桃、葡萄、西瓜、小瓜等特色种植。油桃种植
以“中油18”为主，具有口感好、含糖量高、病虫害少等
特点，特别受市场青睐。

井伟家油桃最早上市时，每公斤售价达 60元，现
在也不低于 20元每公斤，预计一棚下来不少于 2万
元。加上近年来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销路也越来越
广，为果农实实在在带来了一笔“甜蜜”收益，成为当
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摇钱树”。

大棚油桃抢“鲜”上市

生态修复好 洼地变平地

进行时乡村振兴

▼ 李春玲在接换果树

他力量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