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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过了晌午饭时，日头仍余威未
减。长官庙镇阳台村村民齐志荣
摘掉头顶的麦秸帽，就手拉了条蛇
皮袋子，坐到大棚门口的水泥桩上
歇凉，光穿过一株株碧绿的瓜蔓打
在他的脸上，那皱纹霎时生动起
来。

一上午时间，齐志荣蹲在瓜垄
边，弯着腰，一棵一棵地打掐瓜蔓，
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打掐西瓜是

细活，也是辛苦活，一天下来，齐志
荣不是腿麻胳膊酸，就是两眼发昏，
但他却充满干劲。

齐志荣年少时外出打工，常年
漂泊。今年年初，他决定回乡创
业。齐志荣一次性承包经营 10座
大棚，开始种植金品西瓜。

“我这 10棚西瓜效益很好，今
年回完本预计还能挣 3万元左右”
齐志荣笑呵呵地说道，“现在我们村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家家
户户都是种地的，大家住旧窑、吃粗
粮，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大家不
仅住新房买小汽车，还有产业可以
经营。”

今年以来，长官庙镇阳台村紧
扣乡村振兴方针要求，抢抓示范镇
村创建契机，发展特色产业。新建
袖珍苹果示范园 120亩，完成山杏
密植园“高接换优”300亩，建成100

吨冷库1座。新建百头牛场1个、50
头牛场 1个，村集体千只湖羊场 1
个，打造 2000亩“兰花苜蓿示范基
地”，构建了“果畜草”一体化循环发
展模式。并配套拱棚30座，主要种
植金品西瓜。阳台村特色产业发展
密切村集体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小
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关系，给群众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收益，实现了
村民增收致富。

李志俊是长官庙镇李沟村的建档立卡
户，最近他刚给家里的16亩苹果刚套完袋，就
又开始忙着拉枝、除草。“我家果园今年施的肥
料是村里三千只湖羊场的羊粪，这个有机肥壮
地还成本小。今年等苹果熟了，我还要参加第
四届山地苹果采摘节销一部分，再存一部分到
村里的保鲜库，错季销售，一斤可能多卖近1块
钱呢！”他对今年的收成充满期待。

长官庙镇全面实施苹果产业链提升计
划，全方位推进苹果产业转型升级，孵化培
育“长官庙山地苹果”品牌。该镇注重拓宽
产品经营空间，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
基地”发展模式，创办长官庙镇苹果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成立7个村级苹果产业专业合
作社，建成 4家苹果实体销售和电商服务
站，投用 2座 400吨和 5座 100吨冷藏库，正
在规划建设小型果干加工厂，不断拓展产业
链，提升苹果产业附加值。还围绕“规模养
殖、果畜结合、龙头带动、循环发展”思路，持
续深化“山地苹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坚
持每村在建成100亩以上村集体经济果园的

基础上，因地制宜发展湖羊、肉牛（驴）养殖，
以果带畜、以畜促果，着力构建“果畜一体循
环发展”的产业新格局。据统计，全镇7个村
已累计建成3000只湖羊场1个、200只湖羊场
2个、百头牛（驴）场3个、50头牛场2个，打造
生态综合种养示范点14个。同时，年内还计
划新建千头猪场3个、千只羊场1个、百头牛
场1个，届时全镇7个村将实现每村建设2000
亩以上果园，建成一个大型规模养殖场目标，
果畜循环发展效益将更加凸显。

“推动苹果产业升级，既是形势倒逼、发
展阶段使然，也是把握苹果产业发展规律的
主动作为。今年我们将持续实施苹果产业

‘三品一标’提升行动，聚焦生态、绿色、有机，
申报创建商标，进一步叫响‘长官庙山地苹
果’品牌。”长官庙镇党委书记张军说。

劈波斩浪勇向前，跑出发展加速度。下
一步，长官庙镇将加快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新模式、新业态，实现规模化布局、标准化生
产、品牌化销售、产业化经营，赋能乡村振兴，
持续书写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

七月如火。走进吴起县长官庙
镇山地苹果园区，漫山的果树长势喜
人，青绿色的幼果挂满枝头，果农们
正在技术员的指导下给苹果套袋。

只见梁岔村村民裴志昌熟练地
拿出果袋，左手拽过枝条，右手套上
袋子，双手翻飞间，苹果套袋已完
成。“一撑二套三捏，我是老行家了，
今年果子繁密，前几天刚疏完果，最
近正在套袋，政府给我们的果袋补助
3分钱，自己才出2分钱。我的果园
承包给村集体了，干完农活我就来园
区干活，顾家挣钱两不误。”他高兴地
说。

近年来，长官庙镇紧抓省市“苹
果北扩”和全县“建设十万亩苹果示
范基地”政策机遇，按照苹果产业扩
规提质增效和“百千万”提升工程要
求，通过扶大户扩面增量、重管护提
质示范、促转型降本增效等方式，持
续放大吴起山地苹果优生区生产效
应，推动苹果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实
现新突破。

行走在长官庙村新建园内，记者看到标杆扶
正的幼龄果树行行笔直、棵棵挺立，树下套种的大
豆绿油油的，就像给果园铺上了绿色的“保护毯”。

“这是我们刚建成的示范园，占地 504亩，主
要品种是红富士，现在由 4家家庭农场经营管
理。树下是春天套种的大豆，既能抑制杂草，又能
培肥地力，还能增加收入，可以说一举三得。”村党
支部书记白应团指着这片果园说。

在发展果园的过程中，长官庙镇围绕“政府投
资整地、部门专业指导、联户自筹建管”的思路，按
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相对集中、集中栽植”的
原则，以土地流转和撂荒、半撂荒园改造为抓手，
将闲置地、撂荒地集中起来，承包给合作社和能人
大户，打造规模适中、集约经营的“方块式”家庭农
场，实现规模化、集约化、规范化发展。

截至目前，全镇发展山地苹果达 1.5亩，其中
去冬今春以来新建果园1000余亩，新增百亩以上
高产高效果园示范点7个。预计今年挂果面积将
突破7000亩，产量将达到300万公斤，实现人均果
业增收2500多元，山地苹果已成为百姓真正增收
致富的长效主导产业。

“我们在前期管护中累计调用果树专用
肥1.3万袋、有机肥7000立方米，投入防虫防
冻物资专项资金 50余万元。今年新搭防雹
网350亩，推广应用水肥一体化现代技术120
亩，年内还计划建设生产道路 15公里，新打
灌溉机井 2口，不断改善生产条件。”长官庙
镇镇长武建华介绍道。

据了解，长官庙镇建立领导干部“网格
化”包干管理责任制，推行镇村干部包园和党
员示范制度、果业技术员包村包园和培训农
民技术员制度，将管护任务细化分解，挂牌作
战，全镇上下一股劲，紧盯苹果不放松，确保
山地苹果建管有序、良性发展。目前，全镇累
计建成市级千亩苹果示范园1个、市级标准化
示范园 6个、县级百亩以上标准化示范园 28
个，打造千亩以上苹果专业村6个。该镇还积
极争取省、市、县项目，完成果园生产道路水
泥硬化 8公里、砖扎路 20公里、砂石路 16公
里，打生产机井28口，建水窖58座，搭防雹网
2950亩，安装各类防虫灯1000盏。同时，积极
推进智慧果园建设，科技赋能实现精准管理。

人居环境靓了 特色产业兴了
——长官庙镇阳台村乡村振兴示范点创建纪实

记者 王锋 通讯员 张娜 刘芙蓉

“现在庄里确实变漂亮了，台地有大棚西瓜，山上有袖珍苹果，近处有靓丽的文化墙，远处还有青山环绕。”
“青山是金山，咱们阳台人的日子越过越舒服。”
每天傍晚，吴起县长官庙镇阳台村的村民都会来到村广场跳舞。他们沿着两侧栽满常青树的村道前行，经过

一排排错落有致的窑洞和台塬地上一座座排列整齐的设施大棚，几位村民们边走边悠闲地畅谈着家乡的变化。

走进阳台村，砖扎路延伸到村
里每家每户，居民楼一排排有序地
坐落在道路两旁。房屋后看不到垃
圾。“乡村美不美，第一看卫生。”该
村党支部书记齐广涛告诉记者，阳
台村以农宅聚集区为重点，打造美
丽庭院 41户，砖铺巷道和入户路
2000米，硬化庭院 1200平方米，并

在公路沿线架设太阳能路灯 40余
盏。同时，村里成立由扶贫公益岗、
党员群众组成的专职保洁队，负责
垃圾清运，阳台村的卫生条件逐渐
得到了明显改善。

阳台村不仅有“颜值”，更有
“气质”。在一面 50多米长的道路
护坡上，原汁原味的陕北风貌画作

栩栩如生，把墙壁装点一新。而村
里的其他处围墙，也画上了乡风文
明美好生活的壁画，整个村透着一
股崇德向善的好风尚。同时，阳台
村配套完善党员活动中心、农家书
屋、文化娱乐广场等综合服务功
能，让文化真正“活”起来，生活

“美”起来。

“人居环境得到了大幅提升，老
百姓的环保意识也增强了。后期我
们将在垃圾分类站点建设、农村改
厕、污水处理及管网建设、村道改造
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增强群众
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谈起后
续的工作思路和打算，齐广涛干劲
十足。

1 扮靓村居“颜值”

2 特色产业“遍地开花”

扶大户 重管护 促转型
——吴起县长官庙镇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综述

记者 王锋 通讯员 温巧莉 刘芙蓉

1 聚焦“扩规”抓增量 2 聚焦“提质”抓示范 3 聚焦“增效”抓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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