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韩保兰给火龙果修剪藤枝

韩保兰：带头致富惠乡邻
记者 王静 通讯员 田伟 贺锦坤

他力量乡村振兴

早春时节，黄陵县隆盛种植专业合作
社的大棚里，樱桃花沐浴着阳光，绽放出
洁白美丽的花朵，花香气扑鼻、沁人心
脾。放眼望去，一颗颗火龙果娇艳欲滴，
附在翠绿色的藤枝上，呈现出勃勃生机。

村民田社教和工友们正在忙碌着，他
们分工合作，有的为樱桃花授粉，有的为火
龙果修剪藤枝。田社教是合作社附近的一
位村民，在合作社负责人韩保兰的带领下，
他长期在这里务工，实现了在家门口增收
的愿望。“我每年农闲时候都在合作社打
工，农忙时候全家人都在这打工，既能照顾
家里，也能增加收入。”田社教说。

前些年，韩保兰和丈夫承包了 53亩
土地，用于种植樱桃、火龙果、苹果等水
果，并成立了隆盛种植专业合作社，累计
种植 480余亩黄花菜，发展订单式农业。
在她的精心管理下，合作社逐步做大做
强。韩保兰认为，自己一个人富裕不算成
功，只有带领周边乡邻一起致富，才能更
好地实现人生价值。从 2017年起，韩保

兰先后带领 75户群众种植黄花菜，为 19
户无劳动能力的群众发放入股红利，每年
主动吸收务工人员 6500人次，带动周边
270余人增收。韩保兰说：“作为一名致
富产业带头人，我要带动周围更多的群众
参与进来，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技术指
导、经营思路、销售渠道等资源，让周围群
众一起增收致富。今后，我会积极参与乡
村振兴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更多
群众发展产业。”

韩保兰最大的愿望是用黄花菜产业
带动黄陵县川道产业转型。韩保兰认为，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不断学习、不断创
新、不断努力，这样才能做好、做大、做
强。因此，她凭借着勤学实干的韧劲，敢
于尝试的胆识，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能
手。2018年 8月，她的“黄陵县隆盛种植
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全国巾帼脱贫（农
业）示范基地”，本人也获得多个荣誉。如
今的韩保兰，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正在带
领周边乡邻走在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上。

农技培训
进果园

印象小康

近日，吴起县科协联合县果业中心，组织技
术专家走进吴仓堡镇丈方台村，为果农们开展
春季果园现场培训。专家就产业政策、苹果增
产、价格储存、销售渠道等方面详细分析山地苹
果产业发展的趋势，重点针对春季果园土壤保
墒改良、施肥、留枝、病虫防治、春季防灾防冻等
方面知识进行详细讲解，进一步提高果农对果
园管理的经验和技能，做好果树花期防冻保产
和果园管护。

“通过培训，有效提升了果农们的务果技
术，为做好花期防冻保产、提高吴起果品质量、
增加全县果农经济收入打下了坚实基础，提振
了全县果农发展苹果产业的信心。”吴起县果业
中心主任高伯明说。

记者 崔东 摄

● 庙沟镇楼坊掌村漂亮的农家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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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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时乡村振兴看小康走进乡村

住上新房子 过上好日子
——吴起县庙沟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小记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徐志全 许新雨

春日时光，阳光正好。走进吴起县
庙沟镇楼坊掌村，一座座院落干净整洁，
围墙上的壁画，勾勒出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与追求。

来到村民齐进前的院子，整间小院儿
被拾掇得干干净净，房屋窗明几净……齐

进前的家被评为了“美丽庭院示范户”，
作为村上的“十星级文明户”，齐进前很
自豪地领着记者参观了起来。

说起村上以前的模样，齐进前连连摇
头：“以前住的窑洞上面是石棉瓦顶，只要
下雨，窑背就会漏水。现在装的是彩钢

皮，这个好，下不来水了，比较安全。”
“我们家原来是土院，只要一下雨，

路上泥的走不成，一踩一个坑。”77岁的
老奶奶许润英乐呵呵地告诉记者，“现在
无论走哪里都很方便，再也不是过去的
烂泥路了。孩子想叫我去县城里住我也
不去，这农村多好。”

齐进前和许润英对自己的院子特别
满意。据了解，村上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得益于 2021年村上实施的美丽乡村建
设，不仅硬化了院落巷道，还为村民们安
装路灯、饮水过滤器，村容村貌改变了，
村民幸福指数连连攀升。

老百姓住上了宽敞体面的好房子，
稳定致富的好路子又该如何发展？这成
了楼坊掌村“两委”班子思索的话题。“我
们不但要他们住上好房子，还要走出好
路子，小康生活才能可持续，这也是我们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一位村委班子
成员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为此，2021年以来，楼坊掌村先后新
建了 30个高标准拱棚，以租赁的方式承
包给公司，发展香菇、羊肚菌等食用菌种
植产业，并吸纳群众务工增收。

“目前我们村民发家致富的经济来
源主要有3方面，一个是我们把大棚承包
给了第三方公司，村上一年能够收入12.6
万元，村民可以在里面分红，第二个就是
村民在大棚打工增加一部分收入，第三

个就是通过土地流转，老百姓得到一部
分收入。”楼坊掌村党支部书记齐勇说。

如今的楼坊掌村，主导产业逐步形
成，美丽乡村同步跟进，富民强村正在实
现，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实现乡村振兴的
基础越来越实了，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不断得到提升。楼坊掌村翻天覆地的变
化，是庙沟镇近年来大力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庙沟镇大力发展乡贤能人
回乡兴业的“归雁经济”、村支干部带头
创业的“头雁经济”、能人大户创业兴业
的“家雁经济”，通过“三雁经济”促进乡
村人才振兴和产业转型升级，引进龙头
企业，大力打造以生态观光、农耕体验、
野营烧烤、果蔬采摘、特色农庄、风情民
宿为内容的农旅示范村，同时围绕现代
农业示范园区建设，建成万头猪场和
5000只羊场，并积极发展村集体经济，发
展壮大了食用菌种植、养殖等产业，走出
了一条“农旅结合、富民强村、景美人和”
的乡村振兴之路。

庙沟镇党委书记齐君说：“今后，庙沟
镇还要继续按照种养结合、果畜配套、绿
色有机、循环经济的发展路径，着力打造
万亩苹果高质量发展示范带、万亩优质饲
草料供给示范带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让老百姓不仅能够住上好房子，还要过上
好日子，确保小康之路越走越宽广。”

春风吐绿，草木初萌。一大早，宜川县壶口镇椿曲
行政村村民张翠霞就和丈夫杨八根一起来到自家的果
园里忙碌起来，挖坑、种树、封土，夫妻俩热情高涨，忙
得不亦乐乎。

“我家里有 6亩苹果园，现在已经老化了，苹果产
量低，品质也不高，卖不了多少钱。后来出去考察，了
解到苹果新优品种经济效益好，回来以后我就把 6亩
老果园推了，准备栽植新品种‘众成一号’，把果树管理
好，希望以后能多卖点钱。”张翠霞笑着说。

与此同时，壶口镇椿曲行政村村民兰吉祥一家人
也在地里忙碌着。兰吉祥告诉记者，因为干旱原因导
致他家的苹果表面全是水裂纹，严重影响了苹果的质
量和价格。经过多方考察后，他准备在已经平整好的
4亩地里全部栽植壶口锦梨。

“去年，壶口镇下山村的壶口锦梨1公斤能卖7块
钱左右，所以我把这4亩地全栽植了壶口锦梨，三四年
就能见效益。”兰吉祥说。

近年来，壶口镇立足村组实际和果农意愿，通过邀
请西农教授、果业专家开展讲座培训，邀请果木公司推
介苗木，组织村干部、果农前往山西等地考察调运苗
木，广泛组织动员全镇果农积极参与果业新优品种改
良，大力推广栽植瑞雪、烟富、壶口锦梨等新优品种，促
进果农增收致富。

“今年县上大力提倡新优品种改良，镇上组织村民
外出学习考察，最后认为壶口锦梨经济效益比较好，所
以村民开会决定栽植壶口锦梨。”壶口镇高柏村包村干
部薛江涛说，现在村上把地已经全部平整了，苗子也已
经准备到位，这几天就能全部栽植完。

据了解，宜川县壶口镇按照“品种选择合理、生态
环境匹配，栽培模式现代、管理经营便利”的原则，根据
多年生产实践，结合新优品种发展趋势，计划从 2022
年到2026年，全镇更新改良新优品种7000亩，2022年
完成 3123亩，最终实现“品种布局科学、产品特色明
显、现代气息浓厚、节能环保高效”的目标。

壶口镇组织委员刘博毅介绍说，在动员引导果农
自行开展果业新优品种栽植的同时，壶口镇已经分别
在郭下、高柏等行政村打造了百亩矮化密植苹果示范
园、壶口锦梨示范园等。目前，全镇3个果业新优品种
改良示范园已基本完成土地平整，正有序开展苗木调
运、栽植等工作。

本报讯（记者 王静 通讯员 郝波 郁小鹏）“咱
们要全园喷洒，档位控制在二档，不能高也不能低。人
工喷洒的就是死角和拖拉机到不了的地方，从上到下，
全园喷洒。”3月 23日一大早，在宝塔区枣园街道火家
塌村果园里，两台大型药剂喷洒机已经完成喷洒前的
调试，宝塔区果业服务中心技术员王民学正在对果农
们进行技术指导，确保果园清园中石硫合剂喷洒无死
角、全覆盖。

眼下，正是一年中果园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宝塔
区的农技人员连日来奔波在宝塔区各个乡镇的田间地
头，指导果农喷洒石硫合剂，降低病虫害对果树带来的
危害。

火家塌村果农刘随春告诉记者，石硫合剂能防治
蚜虫、落叶病、锈病，能增加果品着色，提高果品质量，
最终达到提质增效丰产的目的，他们家的10亩果园现
在已经基本喷洒完成。

据了解，石硫合剂是指将石灰粉、硫磺粉以及水按
照一定比例进行熬制，在氧、二氧化碳和水共同化学反
应下形成细小的硫磺沉淀，释放出少量硫化氢，既能杀
菌又能杀虫杀螨，同时石硫合剂喷洒具有成本低、病虫
害防治效果好、无污染等优势。目前，石硫合剂喷洒技
术已在宝塔区果园中得到全面推广和覆盖。

本报讯（通讯员 孙乐 刘海军） 3月 29日，在子
长市马家砭镇郭家河苹果示范园里，马家砭镇党委、政
府开展“党群携手走进田间地头，防冻护花助力产业振
兴”党日主题活动。

活动邀请子长市果业开发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对果
园土坑式防冻窖的建造原理和使用方法进行现场讲解演
示。随后，全体党员分为红、蓝、绿3队，展开竞赛式建窖
作业，并对建好的防冻窖进行现场试用。该镇机关全体
党员干部你追我赶，干劲十足，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
象。镇党委还为果农准备了秸秆、枯树枝、牛粪等燃料物
资，为果园的防冻工作做好了充分的物资储备。

新优品种引进来
果农口袋“鼓起来”
通讯员 高雷波 记者 方大燕

宝塔区果园全面推广石硫合剂

杀菌杀虫又杀螨
降低成本效果好

干群携手齐上阵
防冻护花助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