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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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时乡村振兴

小康梦圆

翡翠梨成熟迎丰收

迎着朝阳，39岁的张丽萍骑着电动车，不到3分钟
就从家来到社区里的汽车坐垫编织工厂。10年间，这
位曾经生活在大山深处的“穷山民”已变身为“新居
民”，过上了“楼上生活，楼下工作”的新生活。

张丽萍所在的陕西省宝鸡市麟游县位于黄土高
原西部，是一座总人口只有 7.1万的山区小县。沟壑
纵横，交通受阻，当地群众一度面临安居难、出行难、
就业难的发展困境。

针对“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的难题，“十三五”
期间，麟游县建成 13个安置社区和 42处集中移民搬
迁点，近1.4万名群众告别在山区分散居住的苦日子。

2019年夏天，张丽萍一家三口搬进了南坊新城移
民搬迁安置社区。“花了 7500元，我们就住进 60多平
方米的宽敞新房。”言语间，张丽萍麻利地编着麻绳，
脸上难掩幸福神情，“我一直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有
时行动不便。如今，自己在家门口就找到一份稳定工
作，孩子在隔壁的小学念书，丈夫也能安心在外务工，
眼看着奔头越来越足。”

“既是同事，也是邻居。”越来越多的脱贫群众像
张丽萍一样融入了安置社区的全新生活。目前，麟游
县共引进8家社区工厂，吸纳500余人就业，其中超过
三分之一为移民搬迁户和脱贫劳动力。

“每家社区工厂的定位不同，比如汽车坐垫编织
车间面向年龄偏大或患有残疾的弱劳动力，可以把原
材料带回家中编织，按件计费；轻纺加工车间则主要
吸引年轻女工，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吸纳无业可就的
人。”麟游县人社局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郭乃豪
说。

搅动乡村振兴“一池活水”，关键在于产业兴旺。
过去，受制于山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当地农民只能靠
天吃饭、靠地打粮，产业发展停滞不前。近年来，麟游
县用高山冷凉蔬菜、光伏农业等一个个亮眼的“产业
名片”交出了答卷。

沿着蜿蜒山路，走进位于九成宫镇丰塬村占地
1210亩的光伏农业示范园区，一排排大棚在山野间
整齐排列。棚内，辣椒、葡萄等作物长势喜人，村民
忙着锄草、采摘，棚顶成片的太阳能光伏板格外引人
瞩目。

“坡地多、雨水少、紫外线强、平均海拔1250米，这
些限制农业发展的因素恰恰成为发展光伏的区位优
势。”负责园区运营的华盛绿能（麟游）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西定表示，“农光互补”和“渔光互补”项
目有效解决了山区土地利用率低、农业创收难的难
题。目前，园区年均上网发电量超过 2400万度，为当
地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绿色收入”。

昔日偏远闭塞的麟游县，2020年底结束不通高速
的历史，如今已成为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记者来到位于西坊村的欣桥利丰现代农业示范
园时，已近黄昏。“过去到西安要将近 4小时，货车一
天只能跑一趟。现在时间缩短近一半，一天能运两
趟蔬菜，根本不愁卖。”西坊村第一书记赵春锋说，
园区流转的 3000亩土地用于种植高山冷凉蔬菜，到
了 7至 8月的采摘季，每天最多有超过 400人在园区
务工。

装好最后一箱西葫芦，年过五旬的张小芹轻轻拍
打手上的泥土。不远处，一辆通勤专线班车正在驶向
园区。“住进楼房，坐公交上下班，我们的日子越过越
新鲜。”她说。

陕西麟游：

迁出安居乐业新生活
新华社记者 张思洁 张博文 赵英博

夜晚的南沟村，一堆篝火熊熊燃起，
数千人跟随着音乐的节奏，跳起欢快的
舞蹈，现场气氛十分“嗨”。

篝火映红了一张饱经沧桑的笑脸，
他就是陕西省劳动模范、陕西省先进基
层党支部书记、安塞区南沟村党支部书
记张润生。

让南沟村发展起来是张润生多年来
的心愿。

30多年前的南沟村是远近闻名的
贫困村，出行难、娶媳妇难、村干部干事
难是村子的真实写照。当时，张润生的
父亲意外去世，家里仅有30多元。在父
老乡亲的帮助下，他和弟弟安葬了父
亲。父亲的丧事办完后，张润生一步三
回头地离开了村子，也在心里暗暗下定
决心，期盼有一天能带领乡亲们过上红
红火火的好日子。

2013年，延安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强
降雨，南沟村受灾严重，家家户户的房屋
成了危房。危难时刻，南沟村人想起了
一个人，他就是张润生。此时的张润生
经过20多年在外打拼，同弟弟张维斌一
道，成为有成就的企业家。

得知村上的情况，张润生和弟弟张

维斌回到村里，无偿投资 2000多万元，
帮助乡亲们重建了房屋，改善了水、电、
路等基础设施。对于村子下一步的发
展，村民再次选择相信张润生。2014年
底，村里党员大会全票通过，张润生当选
为村党支部书记。父老乡亲的信任，再
次鼓起了张润生带领乡亲们实现富裕心
愿的勇气。

蹲在村里最高的山头上，望着眼前
这片天地，张润生苦苦思索着如何带领
全村父老乡亲致富。他把自己的想法同
驻村干部、村干部以及弟弟张维斌进行
沟通，一致决定在村上发展乡村旅游业。

从设想来看，这个想法有诸多有利
条件，可是具体实施起来，困难远远大于
想象。

2015年，国家在农村实施“三变”改
革，村党支部决定引进张维斌的公司进
行集中连片开发。可是，问题接踵而来。

“土地都集中在你们张家手上，南沟
村就成了你们张家的天下？村里老人去
世，我们连坟地都没处找了。”

“张维斌的公司赔了怎么办？我们
跟谁要钱去？”

“我们没地种，干什么呀？”

……
一连串的问题“砸”向了张润生。张

润生不仅要考虑村里的规划及实施情
况，还要化解乡亲们的质疑。“我是共产
党员，乡亲们信任我，我就不能只想着自
家的发展，也要带着大家一起致富。”面
对村民的顾虑，张润生表示，土地流转是
有政策依据的，不是某个人独霸土地。
如果张维斌赔了，给不了村民们土地流
转的费用，可以到自己家里来要。村里
的产业发展起来后，也优先雇用村里人，
让大家有活儿干。

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张润生把所有
困难和问题扛了起来，使村子实现了稳
定发展。近年来，张维斌的公司投资3.2
亿元，争取国家投资 1.8亿元，将全村
2.25万亩耕地、撂荒地、闲置地、沟洼地
进行了整体规划建设，建成了生态旅游
景区、旅游扶贫停车场、矮化密植有机苹
果园、有机樱桃采摘示范园、游乐场，形
成了集现代农业、生态观光、乡村旅游为
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南沟村发展起来了，先后被评为“陕
西省（南沟）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省级水
土保持示范园”等，村党支部被授予“农

村先进基层党支部”。村民的收入也提
高了，人均纯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
加到 2021年的 17500元，摘掉了贫困村
的“帽子”。但此时，村上引进的企业开
始入不敷出，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张润
生把自己多年的积蓄也投入进去，但还
是填不上“缺口”。

不能这样“耗”下去。再改革，再发
展，这成了张润生心中盘算的事。他同
驻村干部、村干部一商量，决定在今年夏
夜举办灯光秀和篝火舞蹈联谊会，以此
来吸引游客，带动村上旅游业发展。这
招效果不错。今年南沟村的夏夜，村里
人气爆棚，每晚就有五六万元的收入。
这笔可观的收入，加上农产品和其他服
务业的收入，村里的收入出现了可观的
盈利。

南沟村又“火”了。南沟村的夏夜
“嗨”起来了，张润生的心也跟着“嗨”
了起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还
能有什么好法子，能实现村民、企业、
村子三方长久盈利模式呢？”随着夏季
的远去，张润生又开始为村上未来的
发展思索起来，为了自己心中的那个
心愿。

秋阳高照，苹果映红了子长市安定
镇孙家畔行政村杨家山村小组的山山峁
峁。在村民白生斌的果园里，一排排果
树整齐有序，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让
人垂涎欲滴。

“大家一定要轻拿轻放，严格按照果
商的标准装好每一颗苹果，咱们卖的不仅
是一颗颗红彤彤的苹果，还有果商的信任
和支持，这样才能给来年销售苹果打个好
基础。”9月9日上午，白生斌的果园里一派
忙碌的采收景象。他雇用的村民正在采
摘苹果，收购商再将苹果分拣、打包、称
重、装车，大家忙得不亦乐乎。

“今年的雨水充沛、光照充足，加上
这几年管护越来越到位，我家的嘎啦获
得了大丰收。现在已经有 10家果商和
我达成了销售协议，3家果商已经完成
了 1.5万公斤苹果的装车运输。”白生斌
高兴地告诉记者，“今年苹果价位高，我
的收入预计能超过30万元。”

白生斌种苹果要从 2015年开始说
起。他初中毕业后到榆林、延安等地打
工，从普通的民工干起，慢慢发展成以承
揽修路、建房等为主业的小老板，收入非
常可观。白生斌自己腰包鼓起来后，在
外结婚、生子、安家，他的工地上还雇用
了村里不少外出务工的青年，过着幸福
安稳的好日子。

2015年，子长倡导广大群众积极发
展山地苹果，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大力
支持，一心想为家乡作点贡献的白生斌
心动了，带着妻子席小霞回到了阔别已
久的故乡。他发展了 578亩山地苹果，
并成立了子长生斌山地苹果专业合作
社，吸纳了周边6户种植户加入合作社。

“我刚开始承包时，这一块地全部是
撂荒地，我雇用了 5台铲车整修了 20多
天，全部修成梯田，2015年秋末就全部
栽植好了苗木。”回想起当时的承包情

况，白生斌记忆犹新，“当时很多村民的
意见不统一，有的甚至强烈反对我承包
土地，我当时想放弃了。但再想一想，觉
得自己生活好起来了，要给这里靠天吃
饭的乡亲带个头，让他们也能过上好日
子。”

为了承包果园，白生斌晚上挨家逐户
做思想工作，白天还要到城里请专家，找
有关部门咨询政策。在村干部和安定镇
政府主要负责人的积极协调下，将果园顺
利承包。

一下子承包下 500多亩土地，依靠
白生斌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完成栽植
和管理。他找到一些不外出务工的村
民，告诉他们谁愿意到他果园打工，全部

以市场价格开工资。61岁的村民冯治
平动了心。他先从临时工开始干起，干
一天结算一天工资，从 2019年开始，正
式成为白生斌果园的长期工人。

“我年纪大了，在外面找个轻便活儿
不容易。生斌让我给他打工，在家门口
就能就业，把钱挣了，还顺道把家里人也
照顾了，啥都不误，一年下来能有几万元
的收入呢。”冯治平高兴地说。

天有不测风云。2019年至2020年，
白生斌的苹果陆续开始挂果，但却连续
两年遭受冰雹和倒春寒的侵袭，苹果歉
收。即使如此，他还是向疫情防控一线
的医务人员捐赠了 30箱苹果。面对没
有一分钱利润和果园耗资达400多万元

的窘境，看着一棵棵长起来的果树，白生
斌犯了难。

既然干了就不能轻易放弃。经过反
复思考和咨询有关专家，白生斌再次投
入资金，购买了防冻设备，挖建了防冻
坑，采用新技术种植苹果。除此之外，他
还向有关部门反映自己面临的困难，希
望获得帮助。幸运的是，他的求助很快
就得到回应，子长市乡村振兴局、安定镇
政府、子长市果业开发中心都给予白生
斌积极帮助。

“白生斌是全镇的苹果产业大户，发
展面积大、品种新、投资大，当他遇到发
展瓶颈，我们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积极
协调，力争帮助他渡过难关。”安定镇党
委书记张金虎说，“目前，白生斌不仅依
靠发展山地苹果走上了致富路，更带动
和影响了一大批返乡青年创业。”

各级部门为白生斌解决了果园用水
问题，修建了500多米长的生产道路，改
善了生产用电，修建小型冷库2座，免费
提供了价值 20余万元的反光膜、肥料、
果袋、修剪机械等。同时配备安定镇的
科技特派员，定时到果园进行技术指导，
减轻白生斌的投资负担，这也更加坚定
了白生斌发展产业的信心。2021年，他
的山地苹果获得大丰收，当年收入20余
万元。目前，白生斌的苹果又迎来了丰
收季，已经收入了15万元，预计到年底，
夏秋两个品种的苹果可以收入40万元。

“我富了，也帮助其他村民富了，这
是让我最高兴的事。现在，我每年光给
周边务工群众的工资都要20多万元，还
带动了 3户务工村民发展山地苹果，培
养了3名果园管护‘土专家’。”白生斌信
心满满地说，“我未来的计划是把我的苹
果打造成有机绿色产品，打响我们自己
的品牌，让更多群众发展特色产业，走上
更广阔的致富路。”

“我们现在套袋，一个人一把梯子一
次就可以把一棵树套完，矮化密植园比
以前的乔化树好管理多了，省时又省
工。”进日，正在矮化密植示范园里给果
树拉枝的洛川县永乡镇阿寺村果农李晓
荣高兴地说，“新品种矮砧苹果的果树成
形早、结果早、丰产早，产量也较以前高
出好几倍，结出的果子也是又大又好。”

李晓荣家里有 5亩果园，近几年由
于果树老化、品种单一，经济效益逐年
降低。2018年，洛川县开始推行种植矮
化密植园，阿寺村紧跟步伐，打造高标

准苹果矮化密植示范园。李晓荣抓住
机遇，将自己公路边的老果园进行了挖
改，建成苹果矮化密植园。

为加快矮化密植示范园建设步伐，
洛川县定期组织群众进行大观摩、大培
训，镇、村之间互相参观、互相交流，宣
传矮化密植园相关支持政策，逐渐提高
群众对建设矮化密植园的认识。

“矮化密植果园的每一个生产环
节，我们都会组织果农进行培训。通过
培训，让果农掌握相应的矮化果园管理
知识，让已经建好的矮化园早日达到预

期产量。”旧县镇果站站长侯彦忠说。
旧县镇故县村果农王效民家的矮化

密植园，去年一亩地套了6000个果袋，今
年一亩地套果袋1.3万个。他告诉记者，
以前他对建矮化密植园不是很认同，不太
愿意尝试。参加了镇村组织的外出观摩
学习后，他的思想观念改变了，希望通过
种植矮化密植示范园，更新果树品种，能
种好苹果、卖高价钱。“现在每次镇上果站
组织培训我都会积极报名参加，提高自家
矮化密植果园的管理水平。”

通过示范带动，今年，洛川县利用

乡村振兴资金新建矮化密植园 20596
亩。从 2018年开始推行矮化密植模式
至今，已累计建设矮化密植示范园 12.1
万亩，为洛川苹果产业转型升级、高质
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县生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王
晓东介绍说，下一步，他们将加强现有
矮化密植幼园的精细化管理，县、乡技
术员实行包村包点，定期深入果园，按
照矮化密植技术管理标准，指导果农提
高管理技术，确保已建成的矮化密植果
园产量稳定在4000公斤左右。

本报讯 （通讯员 曹海军 吴鹏飞 李婷 记者
李星棋） 又到一年丰收季。黄陵县田庄镇漫山遍
野的翡翠梨进入成熟期，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梨子挂
满枝头，在阳光绿叶的映衬下，金灿灿、水汪汪，十
分诱人。

走进荣华富洋公司的翡翠梨基地，空气中处处都
是梨香，一个个翡翠梨压弯了枝条，让人垂涎欲滴。
梨树下，农户们忙着采摘、分选、包装、称重。荣华富
洋（延安）市场推广及冷库有限公司负责人弓忠信告
诉记者：“今年翡翠梨的产量是近年来最高的一年，也
是品质最好的一年，预计产量50万公斤。我们每天有
220人采摘，预计15天左右全部入库。”

近年来，田庄镇积极按照全县果业产业高质量发
展整体部署，结合田庄优越的自然条件，围绕“增梨优
果”发展思路，不断扩大翡翠梨产业规模。目前，全镇
已建成翡翠梨面积7000余亩，其中挂果面积3200亩，
总产量 3600吨。同时，该镇加快翡翠梨深加工，提高
果品经济效益，已做成翡翠梨果汁、罐头、梨膏等产
品，总产值约 9000余万元，翡翠梨成为田庄镇一个新
的经济增长点。

“为了做强做大翡翠梨产业，田庄镇计划 2023年
新建翡翠梨园 3000亩，逐步扩大翡翠梨栽植面积，围
绕产出优质果、卖上好价钱、群众能增收、产业提质效
的目标，交叉推进统筹落实，确保提前完成‘十四五’
期间万亩翡翠梨产销基地任务建设。”田庄镇公共事
业服务站站长张超介绍说。

如今，黄陵翡翠梨产业已经成为黄陵继苹果产业
后的又一果业亮点。2022年，全县翡翠梨总面积 1.2
万亩，挂果面积0.43万亩，产量4000吨，产值达到0.48
亿元。当地通过优化技术、聘请专家、培训农户等方
法，积极为黄陵翡翠梨产业的发展提供帮助，让黄陵
翡翠梨成为农民的致富梨、乡村的振兴梨。

他力量乡村振兴

张润生的心愿
闫伟东

白生斌：返乡种苹果 敲开“幸福门”
通讯员 张亚宁 记者 叶四青

洛川县推行种植矮化密植园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

果品质优价好 果农“钱”景看好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田伟 庞琨

● 苹果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