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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红果绿叶满棚香，新春佳节引客来。春节
期间，走进延长郭旗现代示范园种植大户呼延
文杰的草莓种植大棚，放眼望去，一片生机勃
勃的景象。绿油油的叶子下，点缀着一颗颗红
色果实，像一个个小灯笼，色泽红润，鲜嫩欲
滴，整个棚内香气宜人，不少游客正在体验采
摘草莓的乐趣。

“今天，我和我们全家人来这个草莓基地摘
草莓，一方面这儿的草莓口感和卖相都比较
好。另一方面现在正是正月，娃娃待在家里无
聊的，带上感受一下亲自动手的乐趣，让孩子知
道‘劳动最光荣’。”游客孙亚茹带着孩子开心地
采摘着。

呼延文杰告诉笔者，他家共种植了 5个草
莓大棚，从去年 12月份开始就进入了采摘期，
可持续销售至今年5月份。尤其春节前后是采
摘旺季，为满足大家的采摘需求，所有大棚都对
外开放。

“我们的草莓不打农药，是无公害的，用红
糖和菌剂进行滴灌，草莓的品质更好、更香甜，
非常欢迎咱们广大消费者前来采摘品尝。”呼延
文杰高兴地说。

截至目前，呼延文杰的草莓采摘园收入已
达 7万多元，预计到今年 5月份总收入可达 12
万元，在给自身带来发家致富的同时，也为群众
提供了一个休闲游玩、体验农事之乐的好去处。

“莓”好“食”光分外甜
通讯员 李伟 李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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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漫舞迎新春。宜川县丹州街道王
湾村种植户刘永升的大棚内暖意融融，只见
一颗颗草莓垂挂在枝叶末梢，又大又红，浓
郁香甜，让人垂涎欲滴。

刘永升穿梭其中，忙着给客户采摘草
莓。受天气影响，来棚里采摘的市民少了许
多，打电话订购式接单成了刘永升主要的销
售方式。

“种了3年草莓了，前2年根本不愁卖，3
棚草莓客户上门就摘完了，一棚轻轻松松卖
个五六万元。最近又接连下了两场雪，来人
就更少了。”刘永升说，“好在有几个大超市，
他们打电话下单，我们送货上门，解决了销
路问题。”

近年来，王湾村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
伐，大力发展大棚蔬菜瓜果产业，不断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成为产业振兴的新引擎，去

年新增温室大棚 16座，全村累计建成拱棚
170余座。

新年临近，大棚里瓜菜也到了成熟的季
节，菜农乔军芳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

在乔军芳的大棚里，一米多高的藤上挂
满了一串串的小番茄，红彤彤的像一个个小
灯笼点缀在绿叶间，煞是喜人。

看着这大丰收的番茄，乔军芳喜忧参
半：“往年，顾客来棚里采摘一斤25元，很快
就卖完了，现在连一半都没卖掉。这两天准
备去市场上卖，价格便宜些，给大家走亲访
友提供方便，我也好安安稳稳过个年。”

乔军芳两口子勤快又能吃苦，在村上也
种了几个拱棚，因为管理到位，瓜果口感好、
色泽好，夏季游客多、效益好，靠着大棚蔬菜
瓜果，乔军芳一年收入达 10多万元，一家人
过上了稳定幸福的小日子。

大棚“种”出幸福年
通讯员 武小丽

●
乔
军
芳
采
摘
小
番
茄

新年刚过，浓浓的年味还未散去。
太阳刚出山，老徐家的灶台上火苗正旺，
一大锅开水冒着腾腾热气。

“今天做猪肉饭，你们都过来吃来。”
站在小院里，徐向东打起电话，挨个叫人。

老徐名叫徐向东，今年 53岁，是志
丹县纸坊便民服务中心米岭山村远近闻
名的苹果大户，一个人打理着 60 亩果
园。年前，老徐特意挑选了好日子，把养
了一年的猪全部杀掉，欢欢喜喜迎新年。

“老徐，过年 3个猪都杀了？”刚进大
门的村民笑着问道。

“辛辛苦苦喂了一年了，就等着过年
呢。都杀了，卖了两头、吃了一头。”老徐
笑着答道。

把猪肉切好后，老徐擦了擦浸满猪
油的手，回到屋里换上平日舍不得穿的
新衣服。

宾客陆续到齐，有邻里乡亲、自家亲
戚，还有驻村工作队队员和果业技术员、
包片干部。

“老徐，去年收入多少钱？”村民问
道。

“春季受冻了，秋季又遇到了冰雹，

收入 10 万多元，农业保险赔得 4 万多
元。”老徐说。

“那还可以嘛，老两口生活是不愁
了。”

“那可不，要是不受灾，还能卖更多。”
……
说话间，热腾腾的香猪肉、熬酸菜、

捞米饭上桌了。一群人吃着饭、聊着天，
笑声不断。

“我的好日子离不开你们啊，尤其是
给我技术指导、帮助销售。没有你们支
持，我一个受苦农民，根本弄不成事。”老
徐感慨道。

“那也是因为咱们县上的政策好、你
自己肯吃苦，才能把果园管护好。”纸坊
便民服务中心副主任高庆刚说道。

“那是、那是……”
老徐的果园在离家不远的山坡上，

前些天，他冒着寒冷，仔细对果园进行了
修剪，为来年的丰收做起了准备。

“今年能挂多少果？”技术员刘国中
问道。

“大约40万个。”老徐回答道。
“不敢挂太多了，要种植优果，不能

只图数量、不要质量……”刘国中提醒
说。

老徐心里知道，这些驻村工作队队
员不仅有想法、有思路、有技术，而且还
真心实意帮助农民协调农资、组织培训、
帮助销售，没少为村上苹果产业的发展
出力，只要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果子一
定能种好。

“目前，咱村自然条件好，苹果质量

高，特别受青睐。”高庆刚插话道，“以后，
只要在提质增效上下功夫，小苹果一定
会变成致富大产业。”

“以前政策对我们支持太大了，现在
这条果园生产路也批下来了，过完年有
望施工。”老徐满嘴是油，“这条路修好
后，管起果园就越来越方便了。”

高庆刚放下碗筷，侃侃而谈：“通过
政策支持、大户带动、返乡创业等一系
列措施，全中心苹果面积达 2.08万亩，
有 1个万亩苹果产业带、3个市级示范
园、12个县级示范园，2021年苹果产量
达到 4500 吨，实现销售收入 2592 万
元。”

阳光下，四合小院里，金灿灿的玉
米堆满仓笼，火红的辣椒挂满窗棂，伴
杂着淳厚的猪肉香，到处充满了喜庆的
味道。

“通过两年帮扶，不仅苹果发起来
了、农民变富了，更重要的是果农的信心
更坚定了。”第一书记张劲龙说道，“以
后，咱们要抓住乡村振兴的机遇，农民收
入会更多，农村会更美。”

“以前有脱贫攻坚的好政策，让我有
了好产业；现在有乡村振兴的好政策，农
民就有了好日子。”老徐有些激动，“我相
信，好政策一定会种出好果园，好苹果一
定会换来好生活。”

……
夕阳西斜，肉锅见底，一桌人仍然兴

致正浓，意犹未尽。
“来年丰收了，咱们再杀年猪、吃猪

肉、喝烧酒……”

眼下，新一茬小瓜马上就要上
市了，延川县高家圪图村村民张新
民每日都到大棚里查看小瓜长势。

“我种了 3个大棚，两棚小瓜、
一棚西瓜。今后准备种西红柿，3
个棚一年下来除过费用，能收入七
八万块钱。”靠着大棚产业，张新民
一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近年来，高家圪图村在“大棚
经济”上做文章，大力发展培育特
色高效农业，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使大棚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一把

“金钥匙”。
2021年，高家圪图村把实现乡

村振兴与打造产业基地有机结合，
建成冬暖式大棚 33座，高标准大
拱棚 75座，村集体一年收入达 15
万元，农户户均年收入 3 万元以
上。

在新建设的葡萄棚内，高家圪
图村党支部书记李永富正在查看
葡萄苗防冻情况。

“现在主要是葡萄苗防冻，怕
冬天拱棚的温度不太好，把苗子冻
坏了，我们用土把它全部围起来。”
李永富说。

冬日的暖阳下，高家圪图村更
显得生机蓬勃。谈到下一步的打
算，李永富信心满满。

“今年，一方面准备建一个100
吨的冷库，再对 600多亩的坝地和
300多亩盐碱地进行建坝梁、再整
理；另一方面把人居环境再完善一
下，让村民生活舒适，收入增加，都
能过上红红火火的好光景。”

本报讯（通讯员 高雷
波） 2月 10日晚 7时，伴随
着一声声铿锵有力的锣鼓
声，宜川县2022年梨园闹春
戏曲公演活动首场演出《儿
行千里》在县文化广场精彩
上演。

戏台上，演员们身着
精致的戏服正卖力地表演
着，唱腔、身段、念白，一招
一式都透着专业范儿；戏
台下，观众们听得有滋有
味儿，有的跟着鼓点打着
拍子，时不时为台上的精
彩演出拍手喝彩，演出现
场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
时，井然有序。

“我平时就喜欢戏曲，
特别是蒲剧，过年能给我们
组织这样的戏曲演出活动，
我感到非常开心。”观众宋
先生高兴地说，“现在生活
条件好了，咱们吃得好、穿
得好，对文化的需求也越来
越高，有了蒲剧演出，让我
感到了浓浓的年味，很开
心、很充实。”

蒲剧《儿行千里》总共分为六场，以出身农村
的高官袁某携妻女回乡为母祝寿为背景，主要
讲述了袁某由收受礼物、接受宴请等轻微违纪
行为，到受妻子怂恿收受贿赂、锒铛入狱，最终
母亲乞求父老乡亲筹资退赔赃款，为其减轻处
罚的故事。

据了解，本次戏曲公演从 2月 10日至 15日，
每天演出两场。《山村母亲》《白毛女》《薛刚反
唐》等蒲剧经典剧目轮番上演，让广大群众在领
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无穷魅力的同时，过
足戏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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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刚过，吕智就开始忙碌起来。
在延长县郑庄镇王良寺村的佳德养

兔场，吕智见到笔者后，高兴地一边给兔
子添加饲料，一边介绍自己的养兔经历。

2019年以前，吕智靠着开大车搞运
输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并不富裕。

一次去河南拉货时，偶然得知养殖
肉兔前景不错，便萌生了养殖兔子的想
法。

“通过考察，我发现养兔子成本低、

风险小、利润大、市场前景好，所以就决
定创业养兔子。”吕智说。

说干就干，吕智放下了手里的事情，
开始了他的二次创业之旅。

创业初期，吕智拿出多年来的少许
积蓄，再加上向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共计
投资 30多万元，购回了 480只种兔进行
试养。

吕智很好学，通过各种渠道学习养
殖知识，掌握养兔技术，在几个月的时间

里便见到了效益。
随后，吕智又先后引进了比利时兔

和伊拉兔 2个品种，并建成自动饮水系
统等配套设施，使养殖场快速步入了正
轨。

“比利时兔和伊拉兔这两种肉兔抗
病性好、生长周期短，平均40天左右产一
窝小兔，80天左右就可以出栏，而且肉质
嫩、蛋白高。”吕智介绍道。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凭着自身的坚

持和努力，吕智的兔子养殖场办得风生
水起，走出了一条小康之路。

当谈到收入时，吕智高兴地告诉笔
者，这些年，兔子的销售情况非常好，尤
其是今年春节期间就销售了 6000多只，
预计收入30多万元。

“加大技术投入，加强养兔精细化管
理，逐步扩大养殖规模，带动周边村民增
收，助力乡村振兴。”当谈及下一步的打
算时，吕智信心满怀地说。

老徐的猪肉饭
记者 雷荣 通讯员 杨振明 陈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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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兔子 大产业
通讯员 李浩楠 李云龙

● 群众观看演出过足戏瘾

● 张新明给孙女介绍瓜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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