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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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种植户王艳兵：

果园多点“开花”收入节节攀升
通讯员 张亚宁 记者 李欢

他力量乡村振兴

在子长，提起玉家湾镇赵家台村山地
苹果种植户王艳兵，那可是小有名气。
2019年，返乡创业的他因在果园种植观赏
瓜而声名远扬，他家的果园也成了网红果
园。今年，王艳兵的网红果园又因种满鲜

花，成了许多游人赏花休闲的好去处。
“靠近点，再靠近点。往左边一点点，

面带微笑，就这样……”近日，在王艳兵的
果园里，游客魏女士正摆着各种姿势拍
照。她说：“之前经常来这里采摘西瓜、甜

瓜，最近听说大片的鲜花盛开了，我就和
朋友来玩了。”

记者在王艳兵的果园看到，果树的一
侧种满了一行行鲜花，红色的、黄色的、粉
色的花儿开得正艳，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
味。游客们在花丛间畅游，尽情体味着美
丽的田园风光。

说起自己的果园，王艳兵感慨道：“全
靠玉家湾镇政府和子长市果业开发中心
的帮助，我才能把产业发展好。”

今年47岁的王艳兵早前做苹果销售
生意。为了不断壮大自己的产业，2009
年，他在宝塔区姚店镇徐家沟村承包了30
亩果园，一种就是 6年。2015年秋，王艳
兵抓住子长市大力发展山地苹果的机遇，
在玉家湾镇政府的帮助下，回到村上种植
山地苹果100亩。几年后，果树陆续挂果，
他也依靠苹果产业走上了脱贫致富路，成
为远近闻名的创业示范户。

近年来，子长市按照省市果业部门的
号召，大力提倡果农实施豆菜轮茬，培育
最美果园。王艳兵积极响应，先后在自己
的果园里种植了油菜和其他低秆花卉。

2019年，王艳兵在外地精心考察后，
引进18种观赏瓜，当年长势喜人，吸引了
很多人前来游玩，并被省市媒体多次报
道，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为“瓜王”。在王
艳兵的果园里，他还通过销售观赏瓜、租
赁自助烧烤摊位、销售蔬菜等方式让产

业多点开花，年均增收4.6万元。
“随着游客的增加，我在果园修了 4

座凉亭、2个仿古门，还种植了西瓜、甜瓜
和夏桃，让果园变得更美。”王艳兵介绍
说，“游客来了，不仅可以赏花，还可以在
果园里采摘西瓜、桃子、甜瓜，我的经济
效益也在不断增长。”

“王艳兵的这种发展模式拓宽了增
收渠道，提高了经济效益，同时也起到了
辐射带动作用，为全镇乡村振兴带了个
好头，值得大家借鉴推广。”玉家湾镇党
委副书记、镇长宋欣说，今后，他们将加
大对全镇果农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
帮助更多人走新型发展道路，助力乡村
振兴。

王艳兵表示，他并不满足于果园、观
赏瓜和花卉，子长消费力相对较小，仅仅这
些对游客的吸引力还远远不够。他告诉记
者，果园距离城区近，有着便利的交通条
件，附近还有魏家岔水库资源，他准备在果
园附近栽植桃树、李子树、杏树、梨树等，丰
富果园品种的同时，拓宽增收渠道。

“这段时间花卉开得好，来的人比较
多，我每天销售桃子、西瓜之外，还为游
客提供自助烧烤设备，可以有一笔额外
的收入。”王艳兵说，“在巩固和发展山地
苹果的同时，我还要与时俱进、开拓创
新，结合延安市最美果园创建标准，打造
果园新亮点，让自己的收入节节高升。”

● 王艳兵打理果园

8月 2日一大早，走进洛川县凤栖街
道芦白村，乡间小路两旁开满了颜色各
异的格桑花，一户户农家小院错落有致，
村子环境优美，恬淡舒适，俨然一幅生态
宜居的乡村振兴图。

近年来，洛川县凤栖街道持续推动
农旅融合发展，特色农家乐等乡村旅游
项目蓬勃兴起，为农民群众增收、助推乡
村振兴发挥了积极作用。

今年 69岁的李菊兰，在芦白村生活
了 40多年，亲眼见证了村上这些年的发
展和变化。“现在村里的道路硬化了，还
修建了花园广场，家家都住上了新房，大
伙儿的日子是越过越好。”提起如今的村
貌换新颜，李菊兰眉欢眼笑。

2018年，芦白村借助乡村振兴示范
村项目改造的机遇，村“两委”仔细研究
决定，将村庄人居环境提升改造与农村
产业发展协同推进，对村民住宅窑面、隔
墙、门楼等进行改造翻新，重点对沿街23
户的房屋整体进行改造翻新，对全村 72
户窑面窑背进行整体改造；积极推进“厕
所革命”，将全村 148 户的旱厕改成水
厕。同时倡导邻里互帮互助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活动，引导村民讲卫生、树新风、

除陋习，村民的清洁卫生意识普遍提高。
“自从实行了垃圾户收集、村转运模

式，村内生活垃圾随意倾倒问题得到彻
底解决。如今村里干净整洁，处处可见
花草，村民们对幸福美好生活充满了信
心。”芦白村党支部书记马进全说。

为了破解增加村集体收入、促进群
众就业这一难题，芦白村在村“两委”的
引导下，持续发展农家乐产业，积极提升
品质，结合村情特色，成立了洛塬谷香杂
粮小吃有限公司，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并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实现村级产业兴
旺，助力全村乡村振兴。

距离县城南端5公里的谷咀村，由于
交通方便，环境舒适，主打集休闲、娱乐、
苹果采摘、民俗特色小吃于一体的“旅游
牌”，闲暇之余前来参观旅游的顾客络绎
不绝。村民们凭借着一技之长，足不出
户实现了就业梦想，群众生活幸福指数
快步提升。如今，谷咀村开办农家乐有
28户，每年接待游客15万余人次，旅游综
合收入200万元，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
要增长点。

产业兴了，腰包鼓了，乡村美了。在
党委政府的带领下，芦白村和谷咀村的

村民们正鼓劲加油、满怀信心，为乡村振
兴谋划着美好的未来。

“下一步，我们将把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作为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
抓手，确保全办苹果产业稳步提升，因村
施策、因地制宜抓好谷咀、芦白两个示范

村建设，做到以点带面全面辐射，持续打
亮乡村旅游名片，推动农业休闲观光旅
游，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从而带动全办
乡村振兴工作再上新台阶，切实提升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凤栖街道党工委书
记雷惠斌说。

洛川县凤栖街道“农业+旅游”融出乡村振兴新路子——

产业兴了 腰包鼓了 乡村美了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李进 任健

7日下午，烈日炎炎，福建省福鼎市的街头寥寥数
人，海边的渔井码头却是一派热闹景象：船员招呼拎着
大包小包的村民和游客排队、检票；在阵阵马达声中，
一艘渡轮驶来，满载游客驶向嵛山岛。

“生态修复后的嵛山岛成了旅游胜地。”嵛山镇党
委副书记陈维新说。

乘坐乡村公交环岛而行，只见碧海蓝天和高山草
甸构成一幅迷人的山海画卷。游客惊叹不已，纷纷拿
出手机拍照打卡。

陈维新告诉记者，以前嵛山岛的海漂垃圾在岸边
堆积成丘，渔网渔具沿路乱放，人居环境差。近年来，
全岛持续开展家园清洁行动，清理海漂垃圾，新增渔网
渔具集中堆放场，动工建设污水终端生态处理设备，岛
内生态环境焕然一新。

在嵛山岛进行研学实践的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博士
高笑歌，是这座海岛变迁的参与者。“我们把数据统计、
绘图等应用于海岛的保护和建设中。”高笑歌说。

近年来，为吸引人才共谋海岛发展大计，嵛山岛斥
资700多万元，利用闲置建筑，分四期设计建设人才驿
站，吸引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10多所
高校学子进行研学实践，参与乡村振兴试点村项目。

这些高校学子因地制宜指导建成户外拓展中心、
观景平台、旅游公厕等10多个项目，开发文创产品、土
特产创意包装，丰富了旅游业态，促进了村民增收。
2021年嵛山岛全年游客接待量达18万多人次。

“小时候总想着逃离这座岛，未曾想这里成为筑梦
的土壤。”提到嵛山岛，汪淇赞不绝口。看着家乡发生
喜人的变化，她在2019年放弃广州一家外贸公司的高
薪工作，返乡创业成为一名海岛女“羊倌”。

从开始的9只羊到现在的800只羊，汪淇在岛上的
山羊养殖产业越做越大。“镇里给我机会到外面培训，回
来后很多村民向我‘取经’，养羊大户越来越多。”汪淇说。

如今，嵛山岛有山羊养殖户21户，其中 18户通过
山羊养殖合作社代养代售，合作社人均每年有9000元
的分红收入。

“坚持‘生态立镇、旅游兴镇、海洋富镇’，嵛山岛会
越来越好。”嵛山镇镇长陈昊说。

本报讯（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班彩
彩）近日，记者走进宝塔区临镇镇觉德村的
蔬菜大棚里，一排排绿油油的辣椒苗长势喜
人，一行行豆角蔓蜿蜒攀爬，摇曳的生机孕
育着丰收的希望。这些都是觉德村村民采
用“一棚多用，接茬轮作”的模式种植的瓜果
蔬菜。

近年来，临镇镇着力发展大棚蔬果轮茬
种植，引导农民采取“土地轮种”的生产模
式，轮换种植棚室叶类、果类等品种，让土地
不再闲置，使土地经济效益最大化，保障“菜
篮子”供应稳定的同时，也增加了村民收入。

“春季这座大棚里种的是小瓜，另一座
棚里种的是西瓜。前些天西小瓜下架后，我
又重新翻地种了豆角和辣椒。这样的轮茬
种植模式，我们已经尝试种植了好几年了。
除了种植西瓜、小瓜带来的收入外，辣椒和
豆角也能收入近 2万元。”种植户王宏平指

着棚里长得正旺盛的辣椒高兴地说。
这种轮茬种植方式，充分有效地利用了

土地资源，提高土地产出。豆角和辣椒都属
于“短平快”产业，生长周期短，收益见效
快。在西瓜、小瓜收获后，还能再进行豆角、
辣椒种植，实现轮茬种植、轮茬收益。与传
统种植方式相比，多茬轮作具有低风险、高
收益的特点。“头茬瓜、二茬菜”轮茬种植模
式的推广，可以极大地促进群众增收，深受
群众欢迎。

多年来，临镇镇始终坚持以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为目标，以产业振兴为抓手，抓住产业
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因地制宜、因地施策，
通过政策、技术、资金帮扶等措施，加大高效、
生态、安全的特色农业技术推广力度，帮助群
众发展循环农业，为群众持续增收打下坚实
基础。通过“内力+外力”的方式，助推产业兴
旺，切实让土地增效、农民增收。

在黄龙县崾崄乡白城桥村，提到董秀，不少村民都
会竖起大拇指。作为黄龙山国有林管理局派驻崾崄乡
白城桥村的第一书记董秀，她勤恳踏实，干事风风火
火，巾帼不让须眉，勇挑该村乡村振兴的重任。

“这个第一书记还是个碎女娃，估计也弄不了个
啥。到咱们这里，也就只是镀镀金……”刚到村里，面
对着说话温柔的董秀，村民们议论纷纷，对她能否扎根
村里，为村民办实事表示怀疑。“如果不做出点实事，大
伙儿凭啥相信自己呢？”面对质疑声，董秀暗暗下定决
心，一定要干出几件实事来。

董秀深知，作为驻村第一书记，首先要做的就是吃
透村情，做到心中有数。为了能全面掌握村里的情况，
她把工作地点放在了田间地头和农户家中，向种养殖
大户学技术、话发展，与村民拉家常、交朋友，听群众说
真话、实话甚至是气话、恼话，努力把群众意愿和政策
最大限度融合，始终坚持政策宣传到位、民意收集到
位、群众参与到位。

在近一年的驻村时间里，凭着一支笔、一个本、一
双运动鞋，董秀的足迹踏遍村里的角角落落，当初她暗
自许下的心愿，也一步步慢慢实现。

对村民，董秀始终心有牵挂。“惠农补贴到位了
吗？今年收入有多少？”群众的事没小事，每一件村“两
委”的工作都关系到村民的切身利益，都是她的牵挂。
一心投身工作的她，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工作标准自我加压，小到群
众的衣食住行，大到全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产业发
展，她始终保持良好的工作态度，与村“两委”班子一起
忙前忙后，积极为群众办实事。在她驻村工作的这一
年时间里，村组巷道硬化、路灯安装、防雹网搭建等事
项逐一实现，村子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落实。

面对困难，董秀选择迎难而上。“有小董书记在，我
们就放心了。”这是崾崄乡白城桥村党支部书记高四
平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这看似寻常的一句话，是白
城桥村村民对驻村第一书记董秀的信赖。在疫情防
控期间，她以大局为重，无畏风险，勇担重任，外来人
员摸排管控、物资储备配送、卡点值班值守、数据汇
总上报、群众心理疏导……这些工作她都积极参与，
始终坚持全天 24小时留在工作岗位上，奋战在防疫
第一线；暴雨来袭，她手撑雨伞，脚穿雨鞋，在雨中挨
家挨户上门排查，叮嘱村民注意安全。

“我到村上的时间还不长，要干的事情还有很多。”
这位 90后第一书记表示，接下来，她还想为村上积极
发展致富产业，让村民的生活越过越好。

把群众的事装在心里
——记黄龙县崾崄乡白城桥村第一书记董秀
通讯员 王培 白杨越 记者 杜音樵

生态焕新 农民增收
——福建嵛山岛见闻
新华社记者 周义

果蔬轮茬 收益喜人

延安实践乡村振兴

看小康走进乡村

进行时乡村振兴

● 芦白村新貌

● 董秀（左）了解村情民意

● 豆角长势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