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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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时乡村振兴小康梦圆

乡村振兴，核心在人，重点在青年。乡
村有希望，乡村有事业，让越来越多的青年
返回家乡创业，给乡村发展带来蓬勃生机。

人间四月，春风轻灵，春花娇绽。
走进安塞区坪桥镇西洼界村的一处设

施蔬果基地，17座首尾相连、鳞次栉比的新
型日光温室大棚在明媚春光中熠熠生辉。
大棚里，极目所望，藤蔓郁郁，蔬果累累，鲜
叶翠嫩，新蕊团妍，蜂走花间，五蕴俱香。

“好美的春天丰收景象！”记者感叹。
“这大棚不仅看着美，收成收入也美着

呢。”正在打掐秧蔓的大棚种植户王国志摘
了一颗小瓜笑盈盈地递给记者品尝。喷香
的小瓜拿在手上沉甸甸的，一口咬下去，皮
薄瓤脆汁甜，满口生香。

王国志告诉记者，他种了6棚西小瓜，
还有6棚辣子，都在年前就上市了。“尤其是
小瓜，口感好、卖相好、产量好、销路好，最
贵的时候一斤能卖到20多块钱。”王国志
说，另外几棚西红柿、豆角也在最近都陆续
上市，除了供给安塞市场外，多数销往榆
林、靖边等地，与客商都是长期合作关系，
产销直接对接。

“我这个基地有17座棚，山那边还有3
座棚，都种得满满当当的。”王国志高兴地
说，“今年这20座大棚收入100来万不成问
题，抛开种植成本纯利润也在30万元以上。”

出生于 1990年的王国志是位“棚二
代”。

“棚二代”何许人也？设施农业是我市
农业主导产业之一。特别是安塞区，从上
世纪90年代就开始种植大棚蔬菜，已发展
成为陕北设施蔬果种植第一大县区，种植
面积近7万亩，产值超过11亿元。过去30
年，无数“棚一代”用他们日复一日的奋斗，
把孩子们从农村送进了城市。

“随着城乡融合发展、乡村环境持续改
善，我们这些被‘棚一代’父母送进城的孩
子，越来越多地回到农村，从父辈手中接过
了‘种大棚’的接力棒，用勤劳、智慧和科技
种大棚，做新时代农民。”王国志说，大家都
亲切地管他们叫“棚二代”。

王国志是“棚二代”，却不是一开始就
种大棚。

王国志说，走出学校后，他多年来一直
在外打工谋生，收入不稳定，还顾不上家

里，特别缺乏成就感。与此同时，他的“棚
一代”父亲、安塞区坪桥镇西洼界村种植大
棚西小瓜的“老手”王占祥，他在老家的种
大棚事业却越干越顺手，收入越来越高，日
子越过越美。

“这些年，国家越来越重视农业农村发
展，种大棚收入一年比一年好。娃娃年轻，
又有学识有胆识，回村发展大棚产业错不
了。”王占祥寻思。

“年轻人，得敏锐地抓住乡村振兴这一
历史性机遇。”王国志想着。

父子俩一拍即合。2021年，王国志回
村。一家人拿出全部积蓄，在西洼界村投
资120多万元，流转土地80余亩，建起17座
新型日光温室大棚，集中精力发展大棚种
植事业。

“说实话，120多万对于一个农民家庭
来说，确实不是小数目。但是我有信心，乡
村振兴是国家战略，党和政府肯定大力支
持。”王国志说，在建棚的过程中，政府给了
他极大帮助，不仅解决了水电路的难题，还
给棚上安装了全部配套设施。“有好政策扶
持，我一定得把‘种大棚’这份事业干好了，

把‘棚二代’这个身份守牢了。”王国志坚定
地说。

华丽转身，王国志从打工仔变成了大
棚蔬果种植大户。作为新时代职业农民，
他谋得更加长远，誓要在黄土地上开辟出
一条属于自己的绿色创业之路。

“种大棚是个细致活儿，不管从选种、
育苗，还是浇水、施肥等等，每个环节都要
讲科学、讲技术，哪个环节处理不好，都会
直接影响收益。”王国志说，创业之初，他就
长期从山东寿光高薪聘请了设施农业专业
技术指导员驻地指导。

这一年的王国志，每天都扎在大棚里
忙活，浇水、控温、掐蔓、摘果、检查病虫害
等等，忙得脚不离地，技术上也不愁，有专
业技术员随时随地指导。

“因为还在创业初期，目前基地以种植
蔬果为主。”王国志说，“做新型农民，得学
习，得不断提升自身科技素质。等技术成熟
一些，我还要扩大规模，拓展育苗产业，努力
把基地建成一个客户高度认可的蔬果基地、
种植户完全放心的育苗基地，带领更多乡亲
一起把种大棚事业做得越来越红火。”

“棚二代”返乡种出新天地
记者 刘彦 通讯员 潘燕燕 李青梅

本报讯（记者 李欢 通讯员 曹海
军 张凡）黄陵县打响防冻保花战后，各

级各部门迅速安排部署，干部群众深入果
园地头，积极采取开挖防冻坑、准备物料、

开展灌溉、加强农业平台防灾减灾体系应
用等措施，全力以赴做好防冻保花工作。

4月 8日，黄陵县农业农村局的干部
职工们来到隆坊镇米家塬村的果园内，和
果农们一起挖防冻坑。大家分工明确、三
五成群，有的挖坑，有的铲土，现场一派热
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希望通过这次劳动，能帮助果农早
日完成防冻坑的开挖任务，做好果花防冻
工作。”县农业农村局机关工作人员张慧
敏说。

除挖好防冻坑做好烟熏防冻准备外，
黄陵县还积极探索实施“人防+技防”“软
件+硬件”的防灾策略。该县依托黄陵县
轩辕科技创新中心农业平台，拓宽新设施
新装备应用面，通过安装防霜机、微波辐
射计，启用智能温湿度传感器，设立气象
观测站，打好春季果园防冻保卫战。

当前，果树已进入芽体膨大期，为有
效预防倒春寒冻害，隆坊镇采取“六挖三
备一综合”模式，通过“人防+技防”形成
综合施策，特别是用新型设备为防冻工作

赋能，坚决打赢冻害防御战。
春灌不仅可以缓解春旱现象，也是推

迟花期躲避冻害的好办法。当前，黄陵县
的果农们也在积极开展果园春季灌溉工
作。今年，黄陵县计划春灌 4万多亩，主
要集中在隆坊、阿党片区，通过沟灌、盘
灌、滴灌等方式进行灌溉，可以降低地温，
推迟果树发芽、开花，预防“倒春寒”对果
花的危害。

黄陵县农村饮水项目服务中心主任
赵晓龙介绍说，他们从3月初组建了一支
20多人的维修抢险队，对调节池、管道、闸
阀进行了维修抢险，确保春灌用水正常。
截至 4月 7日，黄陵县开挖防冻坑果园面
积占到任务量的95%，储备烟熏物资可满
足两次集中使用，灌溉果园面积达2万亩。

“按照县上春季果园防冻工作的总体
要求，全县各级迅速行动，在发挥群众主
体作用的同时，积极组织机关干部深入村
组、田间地头，帮助群众挖坑备料，4月10
日前实现全县挂果果园防冻坑全覆盖。”
黄陵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赵东峰说。

“去年枣园仅病虫害防治就投入了近
万元，如果自己熬制石硫合剂，三四千元
就够了。”3月31日，延川县大禹街道杨家
坪村枣农杨新民高兴地说道。

连日来，延川县红枣服务中心深入乾
坤湾镇伏义河村、延水关镇庄头村、大禹
街道杨家坪村等村庄，把病虫害防治实用
技术培训现场会开到了田间地头，各镇红
枣产业大户、合作社负责人等100余人追
着学习。培训采用理论讲解和实践操作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延川县红枣服务中心
相关负责人就石硫合剂的熬制现场教学。

石硫合剂是一种传统的杀虫剂，对人
畜安全、成本低、效果好，实用性强，早春
萌芽前对枣树喷洒波美 3到 5度石硫合

剂，做到全树喷到，枝枝见药，压低越冬菌
源，能有效预防病菌侵染。

除现场教学外，延川县红枣服务中心
还免费发放了熬制的材料。杨新民管理
着 140余亩的枣园，他表示，学会熬制方
法后，将及时用到枣园生产中，为病虫害
防治省下投入。

“在气温回升、枣树发芽前给枣树喷洒
一遍石硫合剂，能有效防控全年病虫害的
发生。”延川县红枣服务中心主任李向前表
示，教会枣农熬制石硫合剂的方法，节省了
他们在病虫害防治方面的资金投入，增强
他们发展红枣产业的信心。红枣服务中心
将全力做好当前枣树病虫害防治工作，为
全县红枣产业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学会熬药剂，病虫害防治费能省大几千
通讯员 呼浩浩 记者 叶四青

打点放线、整地挖坑、定植苗木、浇水覆膜……近
日，延川县大禹街道办组织70余名志愿者来到北塬村
新建果园，帮助村民们栽种果苗。在技术员的现场指
导下，大家很快熟悉了栽种方法，明确各自分工后，便
三三两两相互配合，劲头十足地干起活来。星星点点
的“红马甲”成为了果园中一抹靓丽色彩。

“今年，街道办全力打造北塬村苹果产业，眼下正
值春季种植黄金时节，我们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抢抓时
令，保质保量完成苹果新建园。”大禹街道办党工委书
记周兵兵说。

为推动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经北塬村村委会研究同意，大禹街道办根据地理环境
和土地性质，为该村制定了老果园更新重建实施意见，
对老劣低效果园通过伐旧植新、土壤消杀，新建500亩
新品种瑞香红果园。

为了全面助推新建果园工作顺利开展，大禹街道
办动员机关领导干部、包扶单位工作人员以及各村村
民组成志愿队，积极投入到北塬村新建果园志愿服务
活动中，目前新建果园栽植工作已全部完成。

“我们有 30多个干部在北塬村整整驻扎了一个
周，村民干什么，大家就干什么，跟前村子的片长、村支
书也都带着村民来帮忙。包扶单位城市管理执法大队
也给予了全力支持和配合，遇到困难，大家都一起想办
法解决！”大禹街道办主任刘向卫说。

据悉，大禹街道共有果园面积1.8万亩，正常年份
苹果产量可达4600吨，产值约8000余万元。其中，北
塬村共有苹果面积 2600亩，目前总产值达 1400余万
元，人均果业收入达 2.52万元。此次完成的 500亩新
建果园，将进一步提升北塬村苹果产业规模化、标准
化、精细化发展水平。

本报讯（记者 崔东 通讯员 干轩）
“果树防冻坑好处多多，有了这个办法以
后再也不怕果树受冻寒了。”近日，延川县
苹果花期冻害防御培训会在杨家圪坮镇
孙家塬村举行。延川县农业农村局、果业
办组织果树技术专家，走进杨家圪坮镇孙
家塬村为果农就春季果园防冻技术开展

现场培训，受到果农的热烈欢迎。
培训现场，市农业农村局二级调研员

王文忠就土坑式挖建防冻窖的选址、挖建
尺寸规格、通风道及填充材料的选择与覆
盖方法等进行现场示范，并就相关细节操
作技术回答果农的问题，让果农更好地利
用果园防寒坑抵御倒春寒对果树花期的

不利影响，为果农增收保驾护航。
“在孙家塬苹果基地，防冻技术已经搞

了四五年，以前的坑小料少，而且有明火危
险，防冻效果不明显。这次培训指导我们
要挖大坑、给足料，果园全靠烟保温还没有
明火，新技术安全又管用。”果农杨和平说。

据了解，今年杨家圪坮镇共有苹果树

面积达 6.5万亩，其中挂果面积达 3.8万
亩，通过近几年的发展，发展苹果产业已
成为该镇村民们的致富之路。“组织此次
现场培训，就是为了在春季果园花期关键
时候，让干部下沉到村，把防冻工作宣传
到位，保证果农今年丰产增收。”杨家圪坮
镇党委书记郝贝说。

本报讯（记者 王静 通讯员 白腾）摘帽不摘政
策，脱贫不脱帮扶。近年来，甘泉县美水街道美水泉村
根据有劳动能力、有发展意愿的建档立卡脱贫户实际，
因人因户精准施策，以“小额信贷+产业”模式，激发脱
贫户内生动力，确保群众脱贫不返贫，增收有保障，致
富有希望。

今年 53岁的贺家随便是“小额信贷”的受益者。
贺家随是美水泉村 2016年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早些
年，她因丈夫生病、缺乏劳动力、缺技术等，生活十分艰
难。2018年，坚强的贺家随在村干部的鼓励下准备发
展大棚产业，但资金短缺成为了难题。此时，“小额信
贷”的春风送到了她家，在村干部的耐心讲解和全力帮
助下，贺家随申请到了5万元“小额信贷”资金，用于发
展大棚蔬菜种植，第一年便获利3.5万余元，当年就脱
了贫。2021年，贺家随转变思路，开始发展特色葡萄
种植。为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地发展产业，她再
次申请到5万元的“小额信贷”资金。

通过“小额信贷”，贺家随家产业从无到有，然后
逐步扩大。现在，贺家随发展产业的信心越来越足，
对未来的生活也充满希望。“我前几年种大棚没经
验，现在我不断地转变思路、学习新技术，产量和效
益也提高了很多，我们家的日子也越过越好了。‘小
额信贷’，让我发展产业的信心更足、更有底气了，感
谢党的好政策。”

政策扶持力度大，群众发展信心足。截至目前，甘
泉县美水街道美水泉村累计贷款 49人次，贷款金额
196.8万元。“小额信贷”成为脱贫户发展产业、增收致
富的“金钥匙”。

甘泉县美水街道办综合执法办公室主任马正伟说：
“‘小额信贷’的持续支持，解决了脱贫后发展产业的资金
难题，产业发展后劲更足，农民日子越过越旺。今后，将
继续宣传好惠民政策，充分挖掘发挥好‘小额信贷’助力
乡村创业的巨大作用，让党的好政策落细落实落地。”

本报讯（通讯员 马润年）为切实做好苹果花期
气象服务，抵御果树花期低温冻害影响，安塞区气象局
提早安排部署，积极加强与农业、果业部门协作，精心
组织开展以防御低温冻害为主的气象服务工作。

安塞区气象局密切监视天气情况，3月 15日至 4
月底期间，每侯（每五天）进行一次果树物候期调查，根
据气候、物候及实地调查资料分析制作《花期预测及冻
害专题服务材料》，并提出防御措施建议。加强苹果花
期天气监测，及时捕捉低温冻害、大风等灾害性天气，
切实做到早发现、早预警。及时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
息，指导果农开展灾害防御工作。畅通信息发布渠道，
利用电视、传真、手机短信、大喇叭、微博、微信等渠道
扩大预警信息受众。积极与果业部门沟通联系，制定
灾害防御、补救措施等应急机制，一旦发生冻害，积极
指导果农开展灾害防御、灾后自救工作，努力将灾害损
失降到最低。开展“直通式”气象服务，联合果业部门
技术人员深入种植园区，了解种植园区和农户气象服
务需求，并开展相应的技术指导。

挖坑烟熏防冻 春灌推迟花期
黄陵县多措并举守护果花

● 黄陵县农业农村局干部帮助果农挖防冻坑

新建园里的“红马甲”
通讯员 冯娟 杨美蓉

气象服务助力果花防冻

小额信贷作用大 农民发展后劲足

● 气象人员到果园了解农户气象服务需求

培训会开到了果园里——

坑要大 料要足 防冻效果才更好

看小康走进乡村

● 技术人员现场教学熬制石硫合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