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效益高不高 关键看幼苗

引进新品种 拓宽致富路

智慧大棚一小步 农业发展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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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随着农业的高速发展，农民在种
植蔬菜时，不再盲目追求产量，对产
品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蔬
菜幼苗的培养便成了关键一环，在延
川县贾家坪镇曲溪交村的育苗大棚
基地，摆满了工人们精心筛选嫁接好
的幼苗，其中，有皮薄肉多的西瓜苗，
有抗病强、味道甜的西红柿苗，也有
耐低温的新品种黄瓜苗。

“我们育的西红柿、黄瓜、茄子都
是先进品种，小瓜品种有5个、西瓜品
种有3个，其中新秀品种产量高、瓜皮
薄、生育期短，在市场上很畅销。”延
川县海红蔬菜苗繁育销售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李海红说，“在关庄镇，都
是整车整车的收购，而且还是订单销
售。”

从过去的小土棚，到自动式卷帘

棚，再到如今的手机智慧棚，科技的
力量让大棚产业正在发生着翻天覆
地的变化。目前，延川县新建设施蔬
菜基地1400亩，新品种辣椒种植600
棚，推行滴水灌溉600棚，石灰氮土壤
改良 1000亩，安装水肥一体化设备
50套。这些大棚的建成升级，正为越
来越多的村民带来富裕的新生活。

“我县现有大棚12919座，今年种

植面积3.2万亩，产量8.5万吨，预计产
值4.6亿元左右。”白新林说，“下一步，
继续扩大规模，在文安驿、永坪修建现
代园区和高标准生产基地，配套水肥
一体化、轨道车等现代化设备，继续抓
好土壤病虫害防治体系技术和现代化
设备的配套，逐步把我县的设施大棚
向现代化农业迈进，把‘菜篮子’变成

‘金篮子’。”

本报讯（通讯员 师亚清 杨澍） 2022年2月22日，农历正
月二十二，星期二，这是两千多年来含有数字“2”最多的日子。
因为“2”与“爱”谐音，这一天也被称为“最有爱的一天”。许多准
新人们选择在这个象征爱情的美好日子登记结婚，共同许下永
结同心的誓约。

当天上午，在延川县政务大厅婚姻登记处，准新人们早早就
排起了队，等候结婚登记这一神圣时刻。

在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的见证下，不到 10分钟时间，呼奇
奇和张美玲的结婚证书办理完成，两人手捧鲜花和结婚证书，露
出了幸福的笑容。

“本来我们准备去年12月31日跨年那天领证，但是因为疫
情耽误了，所以我们就改到了今天，而且今天又是‘最有爱的一
天’，今天领证也挺有纪念意义的。”新人张美玲幸福不已。

“今天，从上班到现在一直有新人过来办理结婚证，我们根
据情况，决定采取中午不休息和下午延迟下班的方式，尽量满足
各位新人的愿望。”延川县婚姻登记处负责人刘翠琴说。

据统计，2月22日当天，延川县婚姻登记处共办理结婚登记
36对，新人们纷纷为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点赞。

“2”“爱”音相谐 新人争领证

● 一对新人幸福地展示结婚证

本报讯（通讯员 干轩）“当时羊处的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危
险了，我就说不要那只羊了，没想到好心人竟然把羊给我送回来
了，我心里觉得太感谢了，所以我特意送来了这个锦旗。”刘卫成
激动地说。

2月 14日上午，延川县刘家湾村村民刘卫成带着一面写着
“无私奉献，爱心救援”的锦旗来到县城市管理执法大队，感谢二
中队副队长王超帮他挽回了经济损失。

原来，2月13日，刘卫成家里的母羊被一只狗追赶到了城市
广场后的崖壁上，刘卫成查看了当时羊所处的位置后，因为救助
风险很高就放弃救助了。王超路过时，听说羊还困在崖壁上，就
和朋友用绳子将羊拉上崖壁，最后又送到刘卫成家里。

“这是一件普通小事，不需要感谢。”接过锦旗，王超不好意
思地说。

王超是一名90后，2008年参军入伍，参加过玉树地震救援，
获得了集体三等功，2012年退伍回到延川。一直以来，王超兢
兢业业、勤勤恳恳，曾4次获得先进个人称号。

“王超身体素质好、能力强，无论干什么事都冲在最前面，工
作起来雷厉风行，再苦再难也不抱怨。”延川县城市管理执法大
队大队长白军阳说。

退伍不褪色，换岗不换志。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工作中，
王超始终在人生新舞台上续写精彩、再立新功。“今后，我要提升
为群众办实事、办成事、办好事的能力，学习城市治理能力和水
平，尽己所能，为全县乡亲营造干净整洁、安全舒适的城市生活
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杨婷婷）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眼下
正是春耕备耕时节，连日来，志丹县各镇抢抓春季有利时节，积
极投入瓜果蔬菜秧苗的培育工作，为即将到来的大面积蔬果生
产做准备，开启新年新气象。

在志丹县顺宁镇菜农贺建强的蔬菜温室大棚里，贺建强和
妻子正在技术员的指导下忙着定植覆膜，为今年大棚蔬菜清明
茬上市做准备。

贺建强种植大棚已经有些年头了，效益一直不错。眼下他
蔬菜大棚内育的甜瓜、草莓长势正好。一棚草莓、一棚小瓜，两
棚加起来能落个七八万元。

贺建强说：“要想收成好，人就不能懒。你看叶片上的这个
黑色小斑点，是蓟马咬过的，还好是早发现早治理，不然今年的
收成会大受影响。”

顺宁镇是志丹县的蔬果种植大镇。近年来，该镇立足区域
农业特色，大力推动育苗的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有效促进
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苗好五成收，秧好一半功。种植大棚蔬果最重要的就是育
苗，而育苗期间的精心培育和病虫害防治这一环节又是重中之
重。为了帮助菜农解决大棚种植中遇到的各类问题，顺宁镇经
常聘请技术员驻村指导。

闫莉是志丹县蔬菜中心技术员，是顺宁镇经常聘请的“老熟
人”，也是菜农口中的“闫老师”，她不但帮菜农们解决问题，还手
把手地教技术。用她的话说：“农民们都想有个好收成，学技术
都很用心。只有把技术教给农民了，有一些问题就可以在发现
之处得到解决，减少损失。”

“蔬果的育苗和种植是我镇很大一部分农民的收入渠道，坚
持狠抓‘春提早’环节，努力把握蔬果上市时间，不断拓宽蔬果的
销售渠道，为蔬果产业发展提供保障。”顺宁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郝斌说，“目前，全镇育苗定植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截至目前，顺宁镇已开展错峰育苗温室大棚305座，主要以
种植西瓜、小瓜、草莓为主，也有少量的西红柿和其他蔬菜。

一年之计在于春，错峰育苗抓农时。在强化技术指导的同
时，志丹县还组织菜农按照年节销售高峰期，合理安排茬口，把
握蔬菜上市时间，错期育苗，错期种植，错期上市和销售，拓展销
售渠道，让蔬菜种植实现效益最大化，有力带动了当地菜农的生
产积极性。

39岁的陈树东个头不高，身材偏
瘦，黝黑的脸庞刻满岁月的痕迹。看起
来毫不起眼的他，却是安塞区镰刀湾镇
双山则村有名的“养鸡大户”。

10岁那年，陈树东患上了小儿麻痹

导致腿部残疾，从此不能从事过重的体
力劳动。

“我当时想着我长大了，怎么说也
该是家里的顶梁柱，找不下像样的工作，
最起码外出打工还是可以的，还可以给

家里减轻一点负担。”陈树东说。
事实证明陈树东还是看轻了这个病

给他带来的影响。因家庭困难，陈树东上
了一年初中就辍学回家，他想种地、打工、
也想创业，但因为身体残疾，所有的想法
都没得到家人认可，一待就是10多年。

“那时候的我，实在是不知道活下
去还有什么意义……”回忆起往事，陈
树东满是唏嘘。

这样的日子一直到了2008年，有一
天陈树东到镇上赶集，几家卖鸡商贩的
吆喝声让他产生养鸡的念头，“别人都
能养鸡，我也能养。”

说干就干，陈树东回家后说通了父母，
买了1800只鸡苗。但是养鸡之路注定充
满波折。很快，陈树东就发现，仅靠自己积
攒的那点饲养知识根本不够用。第一批
鸡，不仅没有利润，反而赔了个底朝天。

但陈树东没有放弃，不懂养殖技术就
买书自学，他白天蹲在鸡舍细心观察鸡的
生活规律，晚上看书学习书本养殖知识，
遇到不懂的问题，就想办法寻找答案或者
请教养鸡专家。渐渐地，陈树东掌握了基
本的养殖技术，鸡存活率越来越高。

“2019年扩大规模，投资了50万元，
存栏蛋鸡6000只。”陈树东说，“贷了几十

万元的账，没想到一年就把本收回来了。”
随着市场的打开，鸡蛋市场更是供

不应求。陈树东思前想后，决定再次扩
大规模。于是，2021年投资100万元，建
成1万只全自动现代化养鸡场。

陈树东的父亲陈生伟告诉记者：“这
个光贷款就有六七十万元，规模扩大了，
但是啥时候能收回本还是个问题哩。”

听到父亲的话，陈树东憨厚地一
笑：“这个账我也算过，投资了这么多
钱，我还是有把握赚钱的，鸡场每天可
以出栏鸡蛋8000个左右，再加上每年卖
掉母鸡换新鸡苗，刨去成本年收入可以
达到 20万元左右，几年就能把账还清
了。”陈树东告诉记者。

在自己致富的同时，陈树东还不忘
乡亲们，在安塞区残联和镰刀湾镇政府
的大力扶助下，陈树东把双山则行政村
46名残疾人中有一定劳动能力和创业
意向的残疾人组织起来，通过蛋鸡养殖
产业实现“致富梦”。

现在，陈树东每天都开着小货车忙
着给市场配送鸡蛋。他说：“好日子都
是奋斗出来的，虽然我和老婆两个都是
残疾人，但是我相信，只要勤劳吃苦，日
子一定会更有甜头、更有奔头。”

● 陈树东在喂鸡

残疾人士陈树东：

“只要勤劳吃苦，日子定会有奔头”
记者 乔建虎

干部帮助寻山羊 失主感谢送锦旗

苗好五成收 农家培育忙

初春，走进延川县乡村田野，一座
座温室大棚排列得整整齐齐，只见棚
内连片的西红柿、西瓜、草莓等多种蔬
菜水果铆足劲儿生长，大棚内绿意盎
然、生机勃勃。

“比起种地，大棚的收益越来越明
显了。”“有了大棚，我们的收益更多
了，光景更红火了。”交谈间，群众的脸
上满是幸福。

近年来，延川县蔬菜办狠抓蔬菜
产业提质增效，通过加强技术培训，强
化科技支撑，突出园区引领，全面提升
全县蔬菜产业水平，着力实现农业产
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
展，让山间田野的座座大棚真正变成
农民增收致富的“聚宝棚”。

初春的气温依然较低，在人人
还身裹棉衣的时候，延川县永坪镇
聂家坪村的智慧大棚内却暖意融
融，一垄垄草莓长势喜人。

因为采用无公害种植和蜜蜂自
然授粉，这里的草莓味道甘甜、个头
饱满，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吸引
着众多游客前来采摘。

“我们的草莓长得特别大，又大
又甜，是奶油草莓，用蜜蜂授的粉，
这两年我一天能收入五六百块钱。”

草莓种植户李世平高兴地说道。
在大棚的钢架上，隔几米就悬

挂着一个个像水龙头似的小疙瘩，
看见记者询问，李世平兴奋地介绍
起了自己的智慧大棚。

“这两年，大棚越来越科技化
了，比如这个卷帘，手机一按，自动
关、自动开；还有通风，也是自动关、
自动开；另外还有打药，以前是拿小
机子喷，现在电钮一按，全棚烟雾弥
漫，效果非常好。”李世平说。

聂家坪村共有温室大棚 170
座，像李世平这样的智慧大棚有 27
座。智慧大棚内安装了高科技设
备，具有自动放风、自动卷帘、自动
打药、采摘以及环境监测五大主要
功能。

“这五大功能，主要给咱们农户
带来了很多效益，节省劳力、物力。
这次智慧化大棚的改造是我镇实现
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开始，接下来我
镇将对其他老旧大棚进行智慧化改

造，使我镇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助
推乡村振兴。”延川县永坪镇副镇长
高坤说道。

智慧大棚一小步，农业发展一
大步。传统大棚，不论是浇水还是
施肥，都是靠人力来完成，如今科
技化大棚配备自动放风、自动打
药、轨道车等智能化设备，在手机
上就可以轻松完成，不仅节省了种
植户的劳力，还很大程度上节省了
成本。

科技化改造为大棚种植带来了
可观收益，而新品种的引进更是为
大棚产业锦上添花。

在延川县贾家坪镇高家千村的
大棚内，贾富平夫妻俩正忙着采摘
辣椒，今年他家辣椒品相非常好，不
一会儿夫妻俩便摘了满满一大筐。

“今年辣椒是新品种，辣椒非常
好，商贩都上门来收购了，我就只出
力，技术员专门来给我们指导，这棚
辣椒现在已经卖了 1万多元了，估

计一个正月能卖 3万元。”贾富平说
道。

而在大棚外，收购商早已等候
多时。因贾富平种植的新品种辣椒
色泽亮丽、口感清脆、生长周期快，
吸引了许多商贩上门询价采购。

“辣椒品相好、质量高，我收购
后销往西安、延安各大市场，都非常
受欢迎。”收购商白杨说。

为了让新品种尽快落地，带来
实效，延川县蔬菜办为农民引进新

品种的同时，全程参与蔬菜的种植，
狠抓产业技术培训，从课堂讲解到
棚区示范，再到棚内指导，进行全方
位教学。

与此同时，延川县蔬菜办建立
专家蹲镇驻村机制，聘请设施蔬菜
专家 4人长期驻地指导，常态化实
地推广病虫害防治技术，通过技术
指导、示范引领，带动全县 1000余
名乡土专业人才发展蔬菜产业。

在贾家坪镇刘家沟村的大棚种

植基地，延川县蔬菜办工作人员正
忙着指导村民种苗方法和滴灌设备
的安装。

“我们今天来的这个试验棚是
我们和农户合作弄的试验棚，总共
是 3个棚 3大品种，这棚是黄瓜，有
16个品种；还有 10个品种的辣椒、
16个品种的西红柿，总共是 42个新
品种试验，为全县明年新品种试验
推广做示范。”延川县蔬菜办主任白
新林说。

田野“菜篮子”致富“金篮子”
——延川县大力发展现代棚栽业助农增收侧记

通讯员 张伟 高诚

▶ 技术员帮助村民安装滴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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