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行时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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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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山之石乡村振兴

从“一家果园”到“一方果园”
——安塞区劳动模范汪成虎的创业故事

记者 刘彦 通讯员 刘娜

葡萄藤上结“金果”
记者 任琦 通讯员 张亚宁

夏绿葱茏，秋实在望。
在安塞区招安镇新庄科村的成虎家

庭农场果业基地，一个山头连着一个山
头，成片成片的果树枝繁叶茂，饱满青翠
的果子挂满枝头。汪成虎正在娴熟地修
剪果园。

“现在山地苹果种植管理技术已经
非常成熟了，果农只要勤快些，基本都能
丰收。”汪成虎说，他一年四季都在果园
里，今年虽然春季遭了冰雹，但因为管护
到位，整体影响不大。“挂果率和果子品
相都不错，预计产量和销量能突破 20万
斤，迎个丰收年差不了。”汪成虎表示，种
植苹果他是一年更比一年有信心。

其实，在成为果农之前，汪成虎主要
靠在外打一些零碎木工活儿维持生计。

“一年挣的，一家人也能吃饱，但要说发
家致富奔小康，还是难了些。”汪成虎回
忆道。

正赶上那几年地方政府大力扶持山
地苹果产业。于是，汪成虎看准时机，抢
抓机遇，在2008年回到村上，承包了同村
40多亩土地全部种植了苹果树。

“刚开始种植果树，没资金、没技术，
还不懂管理。”创业的决心异常坚定，创
业的艰难却难以避免，汪成虎告诉记者，
没有资金他就去贷款，不懂技术他就去
学习，但是由于他家的果园是以乔化树
为主，占地面积大、挂果周期长，所以连

年的亏损还是让他欠了不少外债。
那个时候，连家里人都开始怀疑，

汪成虎回村种果树的路子到底行不行
得通。

“要不要继续走下去？”汪成虎也在
问自己。

他没有放弃。自己一个人想了又
想，和家人一次又一次商量后，汪成虎还
是觉得种果树有前景，只是自己的技术
管理水平不行。

于是，汪成虎先后奔赴山东、甘肃和
陕西白水、杨凌、洛川等苹果产地，实地
观摩学习果园管理经验，和当地果农交
朋友学技术，然后再把学到的先进技术、
有效经验和管理知识应用到自己的果园
管护实践中。不断地学习、实践，持续地
总结、提升，慢慢地，汪成虎总结出了自
己的一套果园管理新思路、新方法——
乔化树矮化管理法，并与区农广校的老
师们深入探讨研究，不断试验实践，终见
成效。

什么是乔化树矮化管理法？
“考虑到乔化树根系大、枝条长得

快，从而实行乔化树主干枝早拉枝、巧拉
枝、强拉枝，像垂柳一样管理乔化树，实
现乔化树三年挂果，五年丰产的方法。”
汪成虎自豪地说，他家果园采取了乔化
树矮化管理法后，经过三年的经验总结
和精心管护，园子里的苹果卖出了全区

最高的销售价格，受到了市、区两级果业
部门的表扬和认可。

汪成虎自己也因此获得了“延安市
新型职业农民协会会员”“安塞区农广校
学员带班班长”“安塞区劳动模范”“安塞
区山地苹果种植大户”等一系列职务和
荣誉。

在安塞区，乔化树矮化管理法已经
得到大面积推广。果农们亲切地称汪成
虎为“汪老师”。同村果农付学义说：“汪
老师独特的果园管理方法管出的苹果又
大又红又甜，我们都跟着他学方法、学技
术。他带领乡亲们一块种苹果、卖苹果，
还为全区果农指导果树种植技术、传授
果园管理经验，带着大伙儿一起发展山
地苹果产业。”

“好经验、好做法就应该同大家分
享，既然我种好了，就要带着乡亲们一起
把苹果种好。”汪成虎的话说得朴素诚
挚，事也做得踏实厚道。不管哪里的果
农来找他，汪成虎都毫无保留地将自己
的经验技术进行传授，手把手教他们给
果树剪枝、拉枝、养护等技巧方法

同村果农张塞红就是受益者之一。
她告诉记者，刚开始种植果树，她因为技
术跟不上，致使苹果品质差、果园产量
低，收入总是上不去。汪成虎“一对一”
帮扶她家发展山地苹果产业，用心传授
苹果种植管理技术，细心指导苹果销售

方法经验。
“在果园管理、苹果销售上，不管有

什么不懂的、不会的，不管啥时候找汪
老师，他都耐心地帮助处理解答。现如
今，我家果园也走上了专业化、规模化
管理阶段，苹果品质提升不少，比以前
好卖多了，收入一年比一年好。”张塞红
感激地说。

随着苹果种植管护技术的提升，汪
成虎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农场，经过十
来年的发展，成虎家庭农场果业基地
现占地面积约 46 亩。由于管理得法，
果园连年丰产，苹果果形匀称、色泽靓
丽、味道甘甜，广受消费者的好评，年
年都是高价走进市场，收入更是让人
羡慕。

近年来，到成虎家庭农场果业基地
观摩学习的果农越来越多，基地被安塞
区农广校选为培训高素质农民实验示范
基地，累计开展技术交流 3000多人次。
汪成虎自己也在发展产业的同时，积极
主动帮助 36户果农进行技术指导，助力
大家一起发展产业增加收入。

今年，汪成虎家预计的 20余万斤苹
果，收入最少也在五六十万元。他说：“自
己富了事小，带着大家从‘一家果园’发展
到‘一方果园’，共同富了才是更大的高
兴事儿，能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我非常自豪。”

看小康走进乡村

近日，黄龙县白马滩镇的各大餐饮
店、农家乐生意火爆，西安、韩城、山西等
地的游客纷纷慕名前来，体验完惊险刺
激的黄土高原清水第一漂（石门峡漂流）
后，坐上观光车逛一逛“印象圪崂”景区，
乡村小道绕村而上，花草树木自由生长，
一派生态宜居的乡村美景呈现在眼前，
乡情乡味质朴醇厚，让人如沐春风。

农家乐如雨后春笋涌现

“涮火锅、吃烤肉、撸烤串、喝啤酒，
再到草坪唱吧上嗨唱两首，别提有多惬
意、多解压了……”一位来自西安的游客
逛完白马滩镇“印象圪崂”景区后专门在
朋友圈发了动态，引来了很多朋友的点
赞和“围观”。

白马滩镇“印象圪崂”景区是白马滩
镇党委按照“首年集中力量建基础、次年
乡风文明再提升、三年乡村振兴成示范”
的思路，利用三年多时间把神玉村从一
个“脏乱差”的旧山村发展成为“田园幽
美、人文淳美、经济富美、生活和美、村庄

秀美”的乡村样板村，2020年“印象圪崂”
成功获批国家3A级旅游景区。

“从韩城、合阳来避暑的游客较多，
在这里除了吃农家饭、住农家院，还可以
带着孩子采摘时令瓜果蔬菜，入夏以来，
累计接待游客破万了。”农家乐经营户江
晓明说。

现如今，走进“印象圪崂”景区，各色
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生根发芽，展现着
美丽乡村的新生机，山水湾农家乐、圪崂
印象农家乐、美丽尧头农家乐等一批批
先行者正阔步走在乡村振兴大道上。

传承推广本土特色美食

“酸菜玉米面搅团，口感好、营养价
值高，已成为黄龙极具特色的传统美食，
在 2011年 5月被列入第二批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白马滩镇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李喜梅介绍说。

说起美食，土生土长的白马滩人李
喜梅如数家珍，酸菜搅团、黄金漏鱼、官
帽馄饨、鏊馍摊制、红甜肉、传统老火锅

……每一样都是白马滩烟火气息浓郁的
美食，饱含着这方群众劳动和生活的经
历。

“酸菜搅团有家的味道，我在外时间
长，节假日才能回到家，每次到家第一口
想吃的就是酸辣爽口搅团。”返乡青年李
仪凡说。

作为旅游大镇，白马滩镇党委、镇政
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大力
挖掘和推广本土特色美食。今年以来，
镇政府组织全镇58名餐饮行业负责人到
柞水县、留坝县考察学习先进管理经验
和经营技术。同时，白马滩镇还在镇区
规划建设特色美食街，打造乡村旅游美
食点，对街区店面风貌进行统一设计、个
性打造、亮化提升，全力“解锁”当地饮食
文化，多渠道保障农民收入。

建成全省首家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农耕文化墙、农具展示厅、农事
体验场、农饭大品鉴……一件农具就
是一件历史，一面墙壁就是一个展厅，

一种美食就是一种文化传承。它们不
言，却都在静静讲述着白马滩镇的昨
天、今天和明天……”讲解员陈萌动情
地说道。

神玉村与西安知行合一文化旅游有
限公司达成合作，通过“支部+集体经济
组织+企业+基地+农户”的合作模式，投
资62万元打造了全省首家劳动教育实践
基地，开设了特色研学课程，让学生充分
了解白马滩镇饮食文化，体验餐饮文化
乐趣和传承的意义。此外，还建有共享
厨房并聘请当地餐饮能人手把手教学员
操作，让前来研学的学生“沉浸式”体验
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享农家
乐。

“下一步，白马滩镇将以‘饮食’为抓
手，讲好澽水古镇故事，传递澽水古镇文
化，持续提升白马滩特色饮食的品质与
内涵，推动研学经济与餐饮经济相互促
进，做好‘旅游+’和‘+旅游’的文章，带动
农民增收，用‘乡村味道’助力乡村振
兴。”白马滩镇党委书记石玉龙说。

延安实践乡村振兴

乡情乡味质朴醇 美景美食乐趣多
——黄龙县白马滩镇用“乡村味道”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吴洁 任燕燕 记者 杜音樵

近日，安塞区砖窑湾镇山
王河村的两百余亩油葵相继开
放，朵朵金色花盘像一张张向
阳的“笑脸”迎风摇曳，蜂蝶闻
香，翩跹而至，游人寻美，乘兴
而来。远远望去，金灿灿的油
葵花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构
成了一幅美丽的乡村振兴画
卷。 通讯员 张志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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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鸡养殖机器人“解放”养鸡户双手、乡村孩子通
过VR实验室“操作”复杂的化学实验、电子村务告示牌
成为村民的智慧信息台……正在福州召开的第五届数
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展厅内多项前沿科技成果聚焦数
字乡村建设，展现了数字技术如何“点亮”乡村生活。

1台机器能管理20万只鸡！蛋鸡养殖机器人亮相
本届峰会。高 3米多，每秒可步行 0.2米，它定时巡查
鸡舍，根据算法模型识别鸡的形态，发现死鸡、绝产鸡
等。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劼介绍，现
在饲养员可以远程监测鸡舍的温度、湿度、光照、气味
等数据，实现“云养鸡”。

数据正成为“新农资”，助力传统农业从“泥里”跃
升“云上”。走进峰会现场的 8号馆，圣农集团的智慧
养鸡可视化平台吸引了许多目光。圣农集团环控部
经理赵建芳说，鸡舍里安装的智能环控系统监测 300
多个养殖场的环境数据，并通过大数据建模，为未来
进一步优化养殖环境提供数据支撑。

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带动农
产品出村进城。2021年，福建共进行农产品相关直播
13万场，累计上架商品212.4万次，全省农产品网络零
售总额357.1亿元，同比增长11%。

在本届峰会“跨越数字鸿沟 全民数字素养与数
字乡村分论坛”上，腾讯公司副总裁张立军表示，腾讯
启动了“丰收好物计划”，通过微信视频号直播带货等
形式，将数字化经验应用到更多县域农产品上，接下
来将重点支持10个试点地区探索数字乡村建设。

导管口有大量气泡冒出、将带火星的小木条伸入导
管木条复燃……峰会成果展上，网龙展出的“虚拟实验”吸
引许多小朋友尝试。鼠标指针移动操作相应的试剂和实
验设备，各种实验的过程和现象就在屏幕上还原出来。

网龙网络公司首席执行官熊立说，这样的“虚拟
实验”融合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科技，截至目
前已经覆盖1万多所学校，其中许多位于偏远地区，帮
助学生更加方便高效地学习科学知识。

除了为城乡教育带来改变，数字技术还助力提升乡
村治理效能。福建连江县、浙江瑞安市在峰会上都展出
了数字乡村治理“一块屏”。记者看到，屏幕上政策补贴
公示、村务公开、乡村公共活动空间介绍等一目了然，村
民的手机还能收到最新“三农”资讯等特色信息推送。

“现在开村民大会不用再挨家挨户通知，点击村
务管理平台就能一键通知到村民。”福州市连江县安
凯乡同心村党支部书记林连忠说，村里还张贴了许多
防走私、反诈骗的二维码，村民掏出手机“扫一扫”，手
机上就会出现各类宣教信息。数字技术让乡村治理
更加便捷高效。

数字技术“点亮”乡村生活
新华社记者 庞梦霞

近日，记者走进子长市杨家园则镇王家沟村，放
眼望去尽是连片的拱棚葡萄，棚内绿紫相接的葡萄挂
满枝头，种植户们正忙着梳叶，保证充足的阳光照射
进来。

王家沟村是杨家园则镇打造的拱棚葡萄产业示
范村。为了让群众富起来，镇政府投资10万元作为补
助资金，积极引导群众发展拱棚葡萄。今年69岁的拓
海明曾是王家沟村党支部书记，2019年镇政府引导群
众因地制宜发展拱棚葡萄，拓海明主动带头，与老伴
率先种植。

“这个葡萄扎根深，抗旱好，第一年栽上第二年就
挂果了，当年我们收入了 1万多元。去年我技术懂得
多了，水肥管理又到位，纯收入也提升了。今年，从挂
果情况和市场价格来看，收入 2万元不成问题。”正在
棚内梳叶的拓海明说。

在王家沟村，种植户主要种植“蜜光”“早熟无核玫
瑰”品种。建棚初，镇政府每株苗子补贴3元，拱棚每米
补助300元，每棚最高补助1.5万元，目前全村发展起拱
棚葡萄162座。以往一直在外打工的吴国平夫妇了解
情况后，也决定返乡种植了2棚葡萄，还养殖了3头牛。

“现在种植葡萄收入不错，我家的葡萄今年抢先
上市，一公斤能卖到30元左右，一棚收入能达到1.6万
元。”吴国平的妻子张丽丽说，“未来我们还打算流转
一些土地，再发展3亩露地葡萄，让收入再提高一些。”

近年来，杨家园则镇政府积极引导群众扩大露地、
拱棚、大棚葡萄种植规模，不断引进先进新型品种，加
大培训和扶持力度，推出“大棚套小棚”种植户新技术，
让葡萄产业成为全镇群众增收致富的新途径。

杨家园则镇镇长高建雄表示，将结合王家沟、王
家坪、杏家湾等村的地理位置优势，加快产业结构调
整，着重农旅融合发展，积极将乡村旅游产业与休闲
娱乐、农事体验等融入葡萄产业发展，不断提高各项
产业的附加值，为群众增收保驾护航，为实现乡村全
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印象小康

● 种植户细心查看葡萄长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