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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小康梦圆 进行时乡村振兴

看小康走进乡村

初冬时节，宝塔区温家沟农村产业
融合示范园区内却是一派生机勃勃、绿
意盎然的景象。延安正霖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的工人正在忙碌地种植蔬菜，大
棚内无土化栽培的纯天然、无公害各类
绿色蔬菜长势甚是喜人。

“这片区域是我们的鱼菜共生区，
蔬菜上不添加任何营养液、化肥农药
等，它的营养全靠鱼池里鱼的粪便来支
撑，是无公害绿色食品。”延安正霖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白峰将鱼池上的
一排蔬菜抬起来说。

据了解，延安正霖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成立于 2022年 4月，是一家集农业生
产、科技示范、果蔬采摘、科普教育、农
事体验、休闲观光、农产品展销多种功
能为一体的现代化农业公司。公司依
托中科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专家团
队技术支撑，建设了有机蔬菜示范基
地、智慧化管理基地、循环种养示范基
地、休闲观光示范基地、育种（苗）基地、
创意农业生态科技文化基地、儿童研学
实践基地。

该公司董事长毛厅正介绍，进驻
温家沟园区后，公司着力于打造一个
集农户、企业和村委为一体的经济联

合体，把正霖的技术、服务、销售渠道
带进去，帮扶温家沟全体农户从传统
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把整个温家
沟打造成一个具有现代化、智能化、数
字化的综合融合产业园区，形成温家
沟产业示范园，以此辐射带动周边产
业发展。

近年来，宝塔区蔬菜产业按照“政
策引领、园区带动、规模发展、重点突
破”的工作方式，牢抓科技培训与试验
示范工作，推动蔬菜产业从低水平、粗
放型向有机生态、优质高效型转变。该
区蔬菜产业按照基地规模化、生产有机
化、营销品牌化的思路，进一步改善基
础设施条件，调整蔬菜产业种植结构，
初步形成“观光体验”“休闲采摘”等新
型经营模式。截至目前，宝塔区蔬菜种
植面积 6.29万亩，其中日光温室 1.2万
亩、大弓棚 2.3万亩，年产量 20.38万吨，
产值10.05亿元。

宝塔区蔬菜中心主任尚炳炎说：“乡
村振兴主要是产业振兴。近年来，宝塔
区的设施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
今年以来，区委出台农业高质量发展补
贴办法，新建一座大拱棚补助 3000元，
新建一座温室大棚补助 3万元，同时加

大了对农民的技术指导，把农民当前迫
切需要掌握的技术进行集中规模培训，

让农民尽早掌握大棚种植技术，推动设
施产业稳步发展。”

初冬园区绿意浓
记者 王静 通讯员 郝波 牛荣

● 查看蔬菜长势

水绕村，树绕水。走进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何坊
街道沙耿村，金黄色的玉米辫挂在屋檐下；池塘微波
里，鱼儿追逐嬉戏……

一大早，承包户郭永春和妻子就来到池塘边，撒
网、收网、装桶一气呵成。两口子要在中午前把这些
鱼送到县城客户的手中。

“四年前，这里就是一片烂泥湾，长满了芦苇，进
不去人。夏天，蚊子蛤蟆满了湾，臭乎乎的。到了冬
天，芦苇还容易着火，很头疼。”郭永春介绍，“村里对
芦苇湾重新清淤、整理，建设鱼塘对外承包。我包的
这5亩多地的鱼塘养了几万尾鲤鱼、草鱼，一年收入就
有6万元，我每年还向村集体缴纳1.8万元。”

沙耿村废旧低洼地和芦苇湾很多，几乎是一片荒
草地，产业极少，村民收入途径单一，村集体经济收入
也主要依赖土地。如何增加村民收入，拓宽集体经济
收入渠道，成了2018年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耿春林急
需解决的难题。

看着幸福河水汩汩从村边流过，再看看成片的芦
苇湾，耿春林心想，“幸福河里流淌的是黄河水，为啥
不整理一下这些芦苇湾，发展渔业养殖呢？”

在当月的主题党日会议上，耿春林和党员代表交
流了看法，赢得了大家的同意。耿春林说服老伴儿拿
出多年积攒的 13万元，又和施工队达成分期付款协
议，经过近半年的施工，8个鱼塘建成了。

鱼塘建好之后，如何利用起来既为村集体增加收
入，也能给村民创收？耿春林动了一番脑筋。

“我们负责鱼塘的除草、修路等设施维护工作，承
包商只管养鱼，收益按30%分红。”耿春林说，“这样村
集体有收入，村民在鱼塘干零活也增加了收入。”

当时郭永春就承包了村里70亩闲置空地和5个鱼
塘。“我先在鱼塘里撒了鱼苗，又投资了20多万元种了
白蜡、国槐，后来又新增养了笨鸡和鹅，效益还不错。”

郭永春指着鱼塘说：“我还想建垂钓园，养上锦
鲤，让大伙儿到这里来吃鹅蛋、吃笨鸡、钓鱼。”

经过耿春林和村民们的努力，昔日的芦苇滩变成
了养鱼塘，鱼塘周边建起了护栏，还在周围栽树、硬化
环湖小路、建设村公共厕所等基础设施，成了村民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

沙耿村地处城郊，吸引了不少休闲垂钓爱好者来
这里，耿春林成立了“湖畔小镇”合作社，采取“休闲垂
钓+养殖+农家乐”的经营办法，每年为村里带来收入
40多万元，分红群众约达170人。

如今，水产养殖带动了垂钓、餐饮和旅游观光产
业，沙耿村的村集体经济发展渐入佳境。

“以前雇用别人的机械施肥，每亩地
至少得100元。现在使用村里社会化服
务中心的机械，每亩地80元，省人、省力、
又省钱。”11月15日，洛川县黄章便民服
务中心黄章村村民安政民看到村上社会
化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高效率地完成他
家果园的秋施基肥工作时高兴地说。

58岁的安政民家里有27亩苹果园，
子女在外工作，家里的农活只能靠他和
老伴儿两个人来干，严重缺乏劳力。“随
着年龄的增长，果园中不少需要体力劳
作的活儿，我们都很吃力。”安政民说，
以前果园施肥都靠人力，他的27亩果园
自己人力施肥至少得20天，雇用别人的

机械施肥费用也比较高，今年让社会化
服务中心帮忙施肥就轻松多了。

在黄章村，和安政民同样年纪还在
务果的果农占了大多数。随着农村青
壮劳力大量外流和老龄化日益严重，谁
来种地？怎样种好地？这些问题成了
该村发展产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此，今年5月，黄章村村“两委”牵头成
立黄章村农业（苹果）社会化服务中心。

社会化服务中心设立技术、机械、
农资、劳务、营销共 5个部室，为务果群
众提供施肥、果树修剪、苹果套袋、农资
售卖、苹果销售等服务。“社会化服务中
心的成立，实现了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

的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向组织化、集约
化、机械化、专业化的转变，形成果农生
产成本降低、集体经济收入增加、合作
企业盈利的三方互利共赢机制。”黄章
村农业（苹果）社会化服务中心主任李
文强介绍说。

洛安府村村民王大永今年秋季给
果树施的有机肥，就是从他们村的社会
化服务中心购买的。

“村里社会化服务中心购买的有机
肥价格便宜，质量有保证，我们用着也
放心。”王大永说。

目前，黄章便民服务中心共成立两
支社会化服务队伍。其中，管理人员30

名、综合业务员 12名，吸纳农机操作手
14名、农机修理员3名、培训人员12名、
经纪人 26名、电商 6名、农资企业 3家、
营销企业2家。服务队为84户村民543
亩地提供有机肥和施肥服务，为农户每
亩果园节省成本 350元，服务中心每亩
可盈利82元。

“今后，我们中心将继续聚焦苹果
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消除产业发
展与服务‘空白地带’，争取 3年成立 11
支苹果产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实现托管
果园面积5万亩，进一步促进产业增效、
果农增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黄章便
民服务中心副主任党文芳说。

走在陕北大地，处处谷黄果红，一派
丰收图景。安塞区的山山峁峁、沟沟坎
坎上，一座座新型日光温室大棚里，却是
椒绿茄紫，黄瓜条顺，西红柿鲜红。

“我的西红柿已经上市一段时间
了。前几天我刚卖了一茬，这两天马上
又能摘了。”在镰刀湾镇杨石寺村，52岁
的大棚种植户贺文祥指着他家已经红彤
彤的西红柿高兴地对记者说，他家今年
种的西红柿是新品种，吃起来又沙又甜，
口感特别好，洗一洗直接就可以当水果
吃，卖得特别好。

走进杨石寺村，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一座座整齐的果蔬大棚，在秋阳的照耀
下格外耀眼。贺文祥说，这些大棚可都
是村民的“聚宝盆”“生钱盆”。

贺文祥和老伴儿这段时间正在大棚
里打掐西红柿枝蔓。一米多高的西红柿
枝叶繁茂，一颗颗西红柿果实点缀其间，
红绿相间，煞是好看。

“这棚西红柿我一共栽了1900多株
苗子，每株苗都能结二三斤西红柿。按
照现在的市场价格计算，每斤西红柿 3
元，比种地效益要高得多。”贺文祥说，大
棚西红柿其实并不好种，特别是冬天，天
一冷，容易出现问题。他自己也是边学
边种，种得时间长了，经验也多了，西红
柿越长越好，收入也有了保障。

贺文祥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村
上数一数二种地的“好把式”，但那时候
种地收入相对较少，一年挣不了多少钱，
勉强可以照顾全家温饱，多余的钱就没

有。孩子们上学需要钱，他和妻子就常
年外出揽工，辛苦劳累不说，一家人的日
子过得紧巴巴的。

2017年，杨石寺村开始修建大棚，
“老庄稼人”贺文祥因为在村上威信好，
人又踏实能干，所以就被叫回村子带头
种起了大棚。

“刚开始种大棚那年，我是既没技术
也没经验，一有时间就去大棚种得好的

村参观，跟着区镇技术员学习。”贺文祥
说，“在土地上下了力气、出了汗水，肯定
会有收获。那一年，我的一棚西红柿卖
了1万元左右。”

贺文祥说，他的西红柿种得好，要感
谢区镇两级农业技术员的帮忙。他们定
期进村进大棚，给菜农手把手地教技术、
做指导。“技术员来得勤，谁家的大棚蔬
菜有问题，一个电话，技术员马上就到大

棚里查看解决。”
尝到甜头的贺文祥找到了发家致富

的路子。第二年，他又多租了一座大
棚。“我先种西小瓜，卖完了再种西红柿，
西红柿卖完再种绿叶菜。一年时间里，
各种果蔬轮茬种，一块地能挣几份收
入。”贺文祥说，自己种了一辈子地，种地
就是他的老本行。虽然现在上了年纪，
但翻地、育苗、种植、除草、施肥这些农
活，他是越干越有劲。

在贺文祥的带动和区镇村的推动
下，杨石寺村的大棚由刚开始的七八棚
发展到现在的 22棚，种植品种也从黄
瓜、豆角、绿叶菜，增加到西红柿、辣椒、
西瓜、小瓜等 10多类果蔬，大棚蔬果成
为村上重要的致富产业之一，大棚种植
户的光景也一年比一年过得红火。

“这几年，我们村的大棚蔬菜和水果
已经种出了自己的品牌，商贩都是直接
到村上来收购。一座棚一年的纯收入相
当不错，都在 5万元以上。”说起现在的
好日子，贺文祥喜上眉梢。

“我们农民的好日子，就是用手种出
来的。现在农村发展产业、农民种地，国
家都有好政策扶持，我们发展产业也越
来越有劲头，干啥都有底气。”说起今后
的打算，贺文祥一脸憧憬，“我的两个孩
子如今在靖边县城生活，日子过得都不
错，儿子还想把我们老两口接过去住。
但我和老伴儿想趁着现在身体还硬朗，
再好好干上几年，把家里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

本报讯（通讯员 班彩彩 记者 王静）连日来，
宝塔区临镇镇各个果园里，果农们拉肥、挖坑、浇灌，
呈现出一派初冬田间管理的繁忙景象。秋施金，冬施
银。在种植养护的关键节点，临镇镇积极组织果农给
自家果园调用羊粪、沼液、有机富硒肥料等基肥，紧锣
密鼓地开展施肥工作，为明年苹果丰产丰收做准备。

秋冬季是果树花芽分化、组织充实、营养贮藏的
重要时期，抓紧抓好秋冬季施果树基肥对恢复、培养
树势，帮助果树安全越冬及对果树来年的萌芽、开花、
坐果、高产、品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好处，更能为
来年果树稳产丰产奠定基础。

“秋季是果树根系生长的旺盛期，这个时候施肥能
使受伤的细小树根很快愈合，还能快速促发新根，使根
系发达，从而扩大营养元素的覆盖面积，大大提高肥料
的利用效果。贮藏的养分多，树体就健壮，可以保证安
全越冬。虽然没赶上秋施基肥的大好时节，但抢在初
冬把基肥施进地里也还不算晚。”该镇任家塬村果农刘
佰生一边忙着给即将越冬的果园施入基肥一边说。

崾岘村今年施的是镇政府统一发放的有机富硒
肥。有机肥的肥效更长，还能增加土壤有机质，促进
植物生长，对促进果树高产稳产有着很好的作用。近
年来，该村正在用有机肥逐步代替化肥，使有机肥成
为果树用肥的主要肥料。果农王哲说：“今年，我们果
农积极响应镇政府号召，根据富硒产品市场需求量
高、发展富硒苹果能增加收益的实际，在有机肥的基
础上增加富硒肥。接下来，我们还会跟着技术人员学
技术，在他们的指导下熟练掌握苹果生产管理技术，
使苹果产业提质增效，卖上好价钱。”

该镇果业分管负责人沙宝旭介绍说：“临镇是苹果
产业大镇，抓好秋施基肥工作，就是端牢果农的‘金饭
碗’。今年，大多数果农已经完成了秋施基肥的重要工
作，部分果农也在抢抓初冬时节，赶在地上冻前给果树
施入基肥。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帮助农民熟练掌握果
树施肥的管理工作，为来年丰收做好充足准备。”

他山之石乡村振兴

山东惠民：

烂泥湾逆袭成“聚宝盆”
新华社记者 邵琨

抢施基肥果农忙
来年丰收有保障“农民的好日子，就是用手种出来的”

记者 刘彦 通讯员 李青梅

果农生产成本降低 集体经济收入增加
——洛川县黄章便民服务中心积极推动社会化服务助力苹果产业持续发展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田伟 吴舒捷

他力量乡村振兴

● 为果树施肥

● 为西红柿掐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