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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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康梦圆

冬季大棚瓜果香
记者 刘彦 通讯员 吴静

看小康走进乡村

田园成景区 风光醉游人
——吴起县南沟村发展生态旅游助推乡村振兴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温巧莉

冬日的吴起县南沟村天高云淡，松
林苍翠，松涛阵阵。

“2018年以来，我们村依托绿色资
源优势，实施农旅融合战略，打造以乡村
旅游为主的带贫益贫产业模式，有效助
推乡村振兴……”跟着南沟村第一书记
陈海玲的脚步，听着她的介绍，眼前生态
美、产业兴、农民富的南沟村渐渐呈现出
现代化乡村的容颜。

整齐排列的窑洞，平整蜿蜒的公路，
来来往往的游客以及各式各样的娱乐设
施，这里的发展速度让人惊叹。

“道路好走了，路灯亮起来了，活动
场所建起来了，村里变得干净整洁了，还
种上了杏树、山桃树、苹果树，我们村能
有现在的变化，以前想都不敢想。”南沟
村村民感叹地说：“吃水不忘挖井人，致
富不忘共产党。”

南沟村党支部书记白涛在该村出生
和长大，现在住在南沟村的一处院落
里。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他深知“要想
富先修路”的道理，看到现在四通八达的
乡村交通网络，白涛深有感触。

“以前村里的交通不便，环境恶劣，
如今栽上了树，基础设施建设也在不断

完善，风景好了，来的游客也多了。”看着
村里发生的变化，白涛感慨道：“现在大
家随时都能出入县城，盛夏时节会接待
不少从外地来的游客，靠着农家乐，卖自
家种的蔬果，吃穿早已不愁了。我们守
在村里不愿离开，除了乡愁，就是想亲眼
看看，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借着国家好政
策从贫穷走向富裕。”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南沟村抓住
生态旅游这个“牛鼻子”，走上了一条“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乡村振兴的路子。该村建成
果游园200亩、农旅特色种植园3000亩，
建设旅游生产道路18公里；硬化入户道
路 126条、维修排水渠 4公里、新建公厕
4座、改造户厕 250座、安装路灯 35盏，
还硬化广场面积5000余平方米。

在乡村旅游的带动下，南沟村的农
区变景区、田园变广场、农产品变商品，
形成了以旅游业为龙头，农商旅协调发
展的格局，一幅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正
徐徐展开。

面对村子发生的巨大变化，南沟村
村民高兴地说：“信天游唱得不断头，南
沟人的好日子在后头……”

截至目前，在旅游产业带动下，南沟
村实现农旅总产值2950万元，累计接待
游客23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425万元；

全村户均增收 3000多元，人均分红 590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80万元。2021
年，南沟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7176元。

● 南沟村美景

妇联寒冬送温暖

荒山变“金山”
奏响富民“增收曲”
新华社记者 李惊亚 赵昭

冬日，走在贵州省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
族自治县石朝乡的乡间小路上，漫山遍野的
金银花树映入眼帘，一丛丛一簇簇，绿色的身
姿在风中摇曳。群众在地里悉心管护，等待
来年花开。

石朝乡平均海拔1200米，一年当中近半年
时间阴雨连绵、大雾笼罩，10年前群众仅靠种一
点苞谷维持生活，到处是荒山。脱贫攻坚期间，
石朝乡被确定为贵州20个极贫乡镇之一。

乡亲们说，自从有了金银花产业，生活大
变样。

2012年，石朝乡号召试种金银花，浪水村
村民郭泽容第一个报了名，起早贪黑在荒山
间摸索。从最初的几亩发展到如今70多亩，
金银花产业让郭泽容家里年增收8万元以上。

“金银花抗旱，容易管护，经济附加值高，
非常适合我们这里种植。”郭泽容说。据统
计，金银花对石朝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贡献率达到30%左右。

车厘子因对温度、光照、水分和土壤等要
求较高，被果农称为“果实好吃、树难栽”的高
品质水果，而在寒冷、寡日照的石朝乡，返乡
农民硬是让“难伺候”的车厘子落地生根，将
不可能变为可能。

“当时我考察了一圈发现，贵州种植车厘
子还没有成功先例，我想做点有挑战性的产
业，于是选择种车厘子。”今年 45岁的田华
说。他是石朝乡大漆村人，20岁便跑到广东
打工，有了一定积累后，2014年回乡创业。

他先后到山东、辽宁、浙江等省考察，决
定从大连引进树苗。2017年底，13辆大拖车
驰骋 2000多公里，将 500多株车厘子树从大
连送到石朝乡，这批树第二年便挂果。同时，
他也栽种车厘子苗，通过短期见效和长期见
效相结合的方式，维持产业的良性运转。

5年来，田华在石朝乡流转300亩土地，建
了 10个车厘子大棚，种植车厘子近 2万株。
日照不够、气温低，就在大棚里安装控温、控
湿和控光设备，通过精心管护，弥补车厘子在
当地生长的不足条件。

“石朝乡生态好，车厘子口感独特，5年
来，我们基地生产近2万斤车厘子，在本地市
场上供不应求。”田华说。随着规模不断扩
大，他还在石朝乡发展鱼腥草、蜂糖李、油桃
300亩，共发放务工工资400多万元。下一步，
计划向观光康养农业方向发展，进一步带动
群众增收。

石朝乡党委书记申刚说，过去由于自然
条件恶劣，群众没有发展产业的习惯，这些
年，通过政府、龙头企业、合作社的带动，石朝
乡已形成“5+2+N”的产业模式，即5.1万亩香
榧，2.1万亩金银花，还有辣椒、太子参、车厘子
等特色产业，助力群众增收效果明显。

“实际上，石朝乡有独特的发展优势，只
要打好生态牌、绿色牌，走品牌化、规模化之
路，相信高寒乡镇能在乡村振兴中走出一条
特色发展道路。”申刚说。

他山之石乡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张亚宁 杨霞霞 记者
叶四青）“谢谢你们给我们送来这么多的东西，
还让我们学习健康知识，了解国家大事……”
11月23日，子长市安定镇白杨树坪村村民惠
贵英接过子长市妇女联合党员干部赠送的棉
被和清廉家庭纪念品后高兴地说。

当天，子长市妇女联合会与子长市总工
会联合开展“寒冬送温暖，帮扶促振兴”慰问
活动，现场为白杨树坪村的28名贫困妇女送
上了价值 6000多元的“温暖大礼包”。“温暖
大礼包”包括棉被、无纺织袋、购物袋等物品，
还有健康养生知识宣传册，表达了子长妇联
对农村妇女的关怀与祝福。同时，结合近期
子长市开展的“清廉家庭”建设活动，妇联还
组织村上妇女举办“话家风”座谈会，普及女
性健康知识、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等，倡议广
大农村妇女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共同把
自己的小家建设好，为清廉子长、清廉家庭建
设贡献妇女力量。

他力量乡村振兴

● 为村民送上慰问品

果农忙 果满筐
记者 王静 通讯员 班彩彩

苹果飘香惹人醉。日前，宝塔区
临镇镇的苹果基地热闹红火起来，该
镇的 4.7万亩苹果喜获丰收并陆续上
市销售。

在该镇的各个苹果园里，红彤彤的
苹果缀满枝头，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
硕果累累的苹果树下，果农们忙着将新
采摘的苹果分拣、搬运，客商则忙着收
购、装车，一箱箱优质苹果将被发往全国
各地的水果销售市场。

“我们村今年的苹果个头大，果形端
正，价格也相当可观，每斤价格在 3.7元
到 4元左右。就目前的价格来看，比去
年高出了 1元到 1.5元左右。我家今年
的苹果能增收 6万元到 8万元。”说起今
年的种植情况，该镇义家塬村马子良小
组村民贺建新喜上眉梢。

“我们家今年的苹果定了通货每斤
3.75元的好价格。按照这个价格，我粗

略估计了一下，今年我预计能收入20多
万元。”同村村民贺刚今年的苹果也喜获
丰收，卖出了自己理想的好价格，他的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

据了解，义家塬村果农大户较多，预
计收入均在10万元以上，该村真正实现
了苹果增产、果农增收，苹果产业已经成
为临镇镇广大果农甜蜜的事业。

近年来，临镇镇依托优越的地理气
候条件，着力打造集现代化农业、生态农
业和高效农业于一体的有机苹果种植示
范基地。通过调整林果种植结构、加快
推广果园标准化管理、进一步优化栽培
模式等手段，全力促进农民增收，真正把
苹果打造成为农民的“摇钱树”“致富
果”，蹚出了一条由“总量扩张”向“提质
增效”的转型之路。

今年截至目前，临镇镇苹果收入
4.71亿元。

进行时乡村振兴

● 苹果喜丰收

● 李正兵查看大棚西瓜长势

时至严冬，安塞区高桥镇鲍家湾村
的大棚西小瓜却是长势喜人，瓜香四
溢。当地种植户在忙碌的同时，品尝着
收获的甜蜜。

“我种的是‘8428’品种，又叫麒麟西
瓜，这种瓜皮薄肉多、爽口甘甜、水分充
足，加上个头适中、外形也不错，成为近
年来大棚西瓜中的‘王牌’，深受客户喜
欢。每到采摘时节，它就成为大家的抢
手货。”种植户李正兵边在大棚里忙碌边

向记者介绍说，他的大棚西瓜好，小瓜也
不错。

在李正兵的大棚里，阳光透过塑料
膜充分照射，棚内格外温暖。一片片碧
绿的藤叶间，一颗颗圆鼓鼓的绿色大西
瓜和金黄色的小瓜攀藤而上，色泽艳丽、
浓香诱人。

“这些瓜马上就要上市了。这几天，
已经有不少去年的老客户给我打电话，
开始预订西小瓜。”李正兵高兴地说，种

植大棚西小瓜，他和村里的种植户都有
信心。只有把瓜种好了，卖个好价钱，日
子才能越过越红火。

此前，李正兵常年在外打工，看到村
里的大棚种植户收入一年比一年好，他
就动了回乡种大棚的念头。3年前，他
下定决心回到村里发展大棚产业。

“我们村上基本都是种大棚西小瓜，
我也就跟着大家一起种。”李正兵说，种
大棚的第一年，自己种植经验不足，收入
和村上其他老种植户相比差了不少。

怎么办？一个字：学。“人家能种
好，我也一定能行。”从第二年开始，李
正兵跟着村上的老种植户一步一步地
学方法、学经验，人家怎么种，他就努力
跟着学。

“我们村种植大棚西小瓜也有些年
头了，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西小瓜的
品质好、产量高，销路根本不用发愁。”
李正兵说，村里的老种植户都热情地教
授他种瓜技术，什么时间、多少温度“放
风”不会伤瓜苗？一天内啥时候卷帘、
放帘才能保证棚内光照充足？瓜蔓要
如何打掐才能保证瓜秧长势好、瓜果结
得好？……这些技术他都认真仔细地学
习。在踏踏实实地学习和实实在在地
劳动中，2021年，李正兵家的大棚西瓜
喜获丰收，品相、口味都受到客户的赞
誉，卖得特别好。

“光去年腊月二十八、二十九两天，
我家的西瓜就卖了 1.5万多元。”李正兵

高兴地回忆说，一棚的西瓜，从腊月到正
月，很快就卖完了。他算了算，一共卖了
4万多元，比揽工的收入高出不少。

记者和李正兵一起顺着滑轨轨道走
在西小瓜大棚内，他告诉记者，现在大家
都说乡村振兴，他们高桥人都是信心十
足。冬日里，沿着303省道来到高桥，整
个空气里弥漫的都是大棚西小瓜的甜蜜
味道，沁人心脾。

“今年，我家 80多米长的大棚一共
能产1200多颗麒麟西瓜和600多颗脆皮
小瓜。这里距离延安市区比较近，交通
便利，种出来的西小瓜基本不用出去卖，
光是延安、安塞来棚内采摘的客人就能
把瓜买完。我算了笔账，按照现在的市
场价，今年少说我也能收入十来万元。”
李正兵说，只要用心下苦讲技术，就不愁
大棚种不好，也不怕日子过不好。下一
步，他还要好好跟着老种植户们学习种
植技术，争取明年把瓜种得更好、卖得更
好，也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

从1992年开始，安塞区种植大棚蔬
果已经30年。特别是近年来，该区按照

“科技兴农”的发展战略，研究总结好做
法、引进推广新技术、配套装备新设施，
通过重大技术和关键设备的集成推广应
用，有力地推动了设施蔬果产业的健康
快速发展，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累计发
展设施蔬菜面积6.9万亩，其中，大棚5.3
万亩、拱棚 1.6万亩。2021年，全区瓜菜
总产量31.2万吨，实现产值12.4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