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康梦圆

春光正盛，万物生长。在延长县黑家
堡镇瓦村大棚种植户冯丹斌的大棚内，绿
意盎然，小番茄长势喜人，香气四溢。

“我种了两棚小番茄，品种是千禧，
每年给我带来将近 10万元的收入，效益
相当不错。”冯丹斌一边忙着采摘成熟果
实，一边说起了种植大棚的好收成。

近几年，在政府各项政策大力支持下，
瓦村大力发展大棚产业，全村共有49座大
棚，以种植小番茄为主、西甜瓜为辅，每座
大棚每年能给群众带来4万余元的利润。

在瓦村大棚小番茄喜获丰收的同时，
黑家堡镇中村的大棚西甜瓜也陆续迎来成
熟期。在村民张种斌的大棚内，一株株瓜
秧下，生长着一颗颗鲜香诱人的西甜瓜。

“我种了两棚西甜瓜，每年能给我带
来七八万元的收入，效益很不错，比我出

去打工强多了。”张种斌高兴地说道。
大棚产业旺，群众生活美。近年来，

延长县黑家堡镇坚持党建引领，以产业
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大力引导川道群众
发展大棚产业，通过反季节销售，带动更
多村民增收致富。

黑家堡镇农经站站长朱晓旭介绍，
黑家堡镇共有大棚241座，主要以种植西
甜瓜、番茄、葡萄为主，拱棚 200余座，主
要以种植大棚樱桃为主；近年来，黑家堡
镇大力发展大棚产业，每年能给广大农
户带来千余万元的收入。

朱晓旭说：“我们镇要通过进一步扩
大大棚种植产业，引进大棚蔬菜，多元化
发展。同时，加强技术指导，提升农户的大
棚种植管理水平，让大棚产业真正成为我
们镇川道农户增收致富路上的好帮手。”

大棚种出好“春光”
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李浩楠 李云龙

● 采摘成熟果实

他力量乡村振兴

大家谈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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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好农村路”铺就康庄道
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 魏弘毅

● 参观菌棒制作流程

印象小康

新建改建农村公路超 18 万公里，改造农村危桥
10589 座，完成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13.5 万公
里……近日召开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有关
负责人用一组组数据展现了 2022 年我国“四好农村
路”建设取得的新进展。

“四好农村路”，即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
营好。新时代10年来，“四好农村路”建设取得了实实
在在的成效。超过1000个乡镇、10.5万个建制村解决
了通硬化路难题，农村公路总里程从 2011 年底的
356.4万公里增加到2021年底的446.6万公里，为广大
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人气和活力。

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德政工程，
“四好农村路”承载着亿万农民的乡村振兴梦。要让农
村更强、农民更富、乡村更美，必须打造好“四好农村
路”这块金字招牌，继续铺就这条乡村振兴的康庄道。

服务乡村振兴，“四好农村路”要建通。2020 年
底，我国实现了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通
客车，历史性解决了农村地区行路难问题，但部分地区
仍存在路网不完善、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要瞄准农
村公路发展的短板弱项，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建
设和提级改造，不断完善便捷高效、普惠公平的农村公
路路网体系。

促进共同富裕，“四好农村路”要畅通。我国去年
实施农村公路以工代赈项目3859个，吸纳农村劳动力
7.8万人，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约80万个，
确保农村公路畅通。在养护好出行道路的同时，更大
力度推广以工代赈，不断加大农村公路相关就业岗位
开发力度，进一步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推动高质量发展，“四好农村路”还要融通。“四好
农村路”是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
要深入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升城乡交通运输
均等化服务水平，推动农村公路的发展与沿线配套设
施、产业园区、旅游景区、乡村旅游等的建设一体推进，
大力发展“路衍经济”，推动实现“因路而兴”“因路而
富”“因路而美”。

一路通，百业兴。一条条整洁宽阔的乡间公路，展
现乡村振兴的勃勃生机，助力广大农民的幸福生活，也
将进一步见证现代化强国的历史征程。

近日，甘泉县气象局在全县建
成 25套小型智能果园气象站、100
套“两要素”果园气象站，目前全部
调试完毕，数据正常上线采集，实
现了对果园实时气象要素的监测。

此项目安装完成后既能有效
填补优质果区、灾害易发区观测空
白，提升自动气象站观测性能，增
强突发性、灾害性天气监测能力，
也可以为果园管理人员和技术人
员提供果业生产中的气象要素及
防灾减灾依据，提升苹果种植科学
化水平，保障果农收入，减少果园
受灾面积，助力果园丰产丰收。

通讯员 陈曦 摄

“大家仔细看看我们售出小米的快
递箱。箱子两侧印有宝塔山、山丹丹花、
腰鼓、黄帝陵和壶口瀑布，这让外地的消
费者一目了然地就知道，这是来自我们
延安的农特产品。”说起自家的产品，宝
塔区河庄坪镇万庄村绿盛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毛伟热情介绍起自家以生
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小米。

日前，我市迎来一批在中国社科大
攻读经济学博士的企业家，他们当中有
本市的民营女企业家，还有来自天津、江
苏、河北、陕西、浙江等地的6名企业家以
及专家教授，受我市工商联与宝塔区工
商联的诚挚邀请，来我市的宝塔区河庄
坪镇延安菌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小米
生产加工厂、兀里红谣民宿以及延安峁
圪垯土特产品有限公司等参观调研，并
进行座谈交流，探寻合作商机。

在毛伟的小米生产加工车间，企业
家们对小米的外包装和快递箱以及传统
石碾加工十分感兴趣。毛伟自信十足地
介绍说：“我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
来直播间里的大多都是回头客，都是奔
着我们小米的质量和口感来的。”

陕西虹程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志超更是听得认真、看得仔细。听完毛
伟的介绍后，他们彼此互相留下了各自的
联络方式。张志超告诉记者：“尽管我自己
不从事农产品销售，但是我在山西老家的
几个朋友都是做农产品销售的。我这次来
的目的，就是看看延安的小米、绿豆、黄豆
等农特产品，考察一下有没有机会与山西
进行合作。如果大家有意向，我可以牵线
搭桥，助力双方农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我是第一次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以前，我主要是通过朋友介绍和网络平
台推荐了解延安，这次自己来参观，让我
对延安的文化旅游和农产品有了更深的
认识。我是做电商行业的，我认为在本
地的农产品和电商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
潜力，接下来我们会加大与延安农产品
方面的对接与合作。”江苏龙创通跨境电
子商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骆健在
看完毛伟介绍线上直播卖小米的视频和
参观完菌菇的菌棒制作、培养后，他对此
比较感兴趣。他还建议，农产品生产加
工企业，可以在菌菇、小米和苹果方面加
大品牌的推广、品牌的建立以及品牌的
输出，并结合延安当地的红色旅游产业，
做大做强当地的农产品产业。

说到菌菇，就不得不说位于宝塔区
河庄坪镇的延安菌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该公司拥有黑木耳、灵芝、滑子菇、
香菇、平菇等 10余种食用菌的相关核心
技术，取得相关知识产权17项。目前，公
司旗下有河庄坪食用菌智慧工厂、河庄
坪万庄香菇基地、商洛市滑子菇基地。
该公司还与延安大学联合成立食用菌研
发中心，专业从事食用菌生产技术及产
品的研发，推动“高校科研+公司+创新创
业+农户+基地”产业联盟模式的建设。
公司采取“公司+农户”的股份合作制模
式（劳动入股、资金入股、技术入股等），
由公司负责菌包加工与产品回收，农户
负责种植，年产菌包 400万袋，年产值达
2800万元，带动 200余户农户发展产业。
截至目前，已有400余人参与产业基地务
工，人均增收达到2000元，在乡村产业振
兴中实现群众有收益、劳动务工有薪金、
产业资金和市场风险有防范的利益联结机

制，真正解决了“勤劳致富、增收一阵子”等
问题，培育了一批熟练的产业工人。

作为该公司的负责人，攻读中国社
科大的经济学博士高瑜说：“通过此次参
观调研，希望中国社科大的同学们能赋能
河庄坪镇产业振兴。作为一名女企业家，
我将不遗余力带领企业朝着高科技方向
接续发展，带动村民不断增收致富。”

南昌职业大学法学副教授李娜对此
次延安之行表示非常震撼。她告诉记
者，第一次来到延安、看到延安的真实面
貌，与想象中的红色延安有非常大的不
同，延安精神让人心生敬意，延安人民真

诚、好客，当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以
及数字化经济令人惊喜。“菌类、小米这
些产业有较大的客户流量是非常不容易
的。我觉得可以打造更多具有自身特色
的文化旅游产业以及品牌，形成‘文旅+
农业’特色产业链。”李娜建议道。

宝塔区工商联主席李占海表示，举
办这次活动旨在让外地企业家对市区农
副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有初步了解，
对农副产品的发展壮大提出一些意见和
建议。同时希望企业家们能同本地的企
业家互相交流、提供合作平台，发展壮大
农副产品经济。

企业家参观调研，共话乡村振兴，建议——

“打造具有延安特色的产业链”
记者 王静 李勇锐

智能监测
进果园

本报讯（通讯员 李进 记者 孙艳艳）“这已经是
我们民丰专业合作社股金分红的第15个年头了……”

一大早，在洛川民丰农民专业合作社，前来参与分
红的入股社员排起了长队，桌上整齐地堆放着一摞摞
百元大钞。被点到名字的村民纷纷上前签字，喜滋滋
地从工作人员手中领取分红款，个个脸上笑开了花。

家住洛川县菩提镇向阳村的村民杨黑牛，2017年
通过国家扶贫资金被吸纳进合作社，成为入股社员。
2018年，杨黑牛又将自己的1000元积蓄入股合作社。

“合作社又分红了，我真是高兴。入股合作社后，我享
受了合作社的各项优惠政策，现在管理果园的技术提高
了，苹果不愁卖，年年还能领到分红，光景真是一年比一年
过得好。”现场拿到分红现金后，杨黑牛笑得合不拢嘴。

“我在合作社入了 1万元的股，今天分到了 1500
元。”李长全是合作社 2009年成立之初入股的社员。
他说，合作社不仅农资物品便宜，免费为社员提供农机
具，还对社员的果园实行“保姆式”托管，对农户进行技
术指导。在苹果收获季节，还以每公斤高于市场价0.2
元到0.4元的价格收购苹果。

据了解，洛川民丰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09
年，截至目前，入社社员共 268户，其中持股社员 168
户，吸收股金达 130 万元。本次为社员分红共计
34.425万元。根据入股份额，每人可领到 1500元到
53400元不等的红利。

“我们还将给予社员更多农资补贴、技术服务、防
灾体系建设等支持，让他们生产出更多优质苹果。同
时，还要再增加 500到 800户社员加入到我们这个团
体，让托管的合作社社员的基地达到4500亩。”洛川民
丰农民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郝延刚表示。

喜领分红款 果农笑开颜

果园铺上“黑地毯”
抗旱保墒促增收

本报讯（通讯员 李文振 记者 刘小艳）春耕时
节，记者在宜川县壶口镇桑柏行政村酥梨示范园看到，
村民们正在梨园里忙着抢墒覆盖黑布，整个果园好像
铺上了一条条“黑地毯”。

“今年国家政策好，免费给我们提供地布，还有技
术员专门指导我们怎么铺设。铺上这个地布以后，不
仅能有效保持土壤湿度，还能有效减少果园杂草生长、
防止跑墒。一次铺设，多年受用，这真是一项提高酥梨
产量和质量的旱作节水好技术。”壶口镇桑柏行政村村
民李忠会高兴地说道。

据了解，铺设果园地布能够有效保持土壤墒情、提
高土壤养分利用、控制杂草丛生、防止水土及氮素流失，
同时，也降低了生产劳动成本，提高了果园产量，为进一
步促进果业提质增效、果农持续增收奠定了良好基础。

果农喜领分红款果农喜领分红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