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风吹开那百花香，来到了冯庄好
地方。冯庄的传统真优良，一片片瓜果
梨枣香。五谷杂粮是绿色的香，土特产
吃了人健康……”宝塔区冯庄乡村民屈
军军的一曲《冯庄好风光》唱出了冯庄好
传统，唱出了冯庄的新变化和村民的新
生活，更唱出了冯庄人对未来美好生活
的新期待。

阳春三月，走进冯庄乡，一排排钢结
构大棚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大棚内绿意
盎然。小瓜、草莓、豆角、西红柿、黄瓜等
瓜果蔬菜长势喜人，种植户们正忙活着
施肥、浇水，一派繁忙景象。

“我们家的大棚一年能种三四茬小
瓜，上一茬小瓜都卖完了，第二茬也已经
到了开花、吊蔓的关键时期。我估计，

‘五一’左右就能投放市场，肯定能卖个
好价钱。”康坪村小瓜专业种植户任志胜
一边熟练地吊蔓、打杈，一边高兴地说
道。

小果蔬也能做成大产业。近年来，
冯庄乡通过大力实施产业提升行动，先
后建成标准日光温室大棚 550余座、大
弓棚 1500余座，鼓励引导 760余户农户
加入了果蔬种植销售，还成功认证了冯
庄辣椒、薄皮甜瓜、西瓜等 7类“无公害
农产品”。如今，“冯庄果蔬”不仅品质有

保证，而且走俏市场不愁卖，同时吸引了
大量市民采摘观光。

“今年，我们种了一些杂粮，喂养了
鸡和猪。我又盘下了一个小门店，做面
皮、豆腐、豆芽、黄馍馍、油馍馍，用的东
西都是自己家种的，成本低、销路好，这

日子真是越过越有劲。”熟悉张喜云的人
都知道，这位勤劳朴素的农村妇女靠着

“冯庄味道”特色产业品牌，如今的日子
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2018年以来，冯庄乡坚持延续传
统、严把工艺、挖掘特色，鼓励引导农

户开发制作石磨豆腐、瓦罐豆芽、黄馍
馍、油馍馍、土蜂蜜等传统美食，以及
剪纸、刺绣、布鞋等传统手工艺品，张
喜云就是第一批加入“冯庄味道”手工
制品制作销售的产业户。她通过培育
土炕豆芽、饲养土鸡等，当年就实现增
收 5万元，从此迈上了温饱有余、产业
致富的“快车道”。2022年，为进一步
做精做优、打响叫亮“冯庄味道”特色
产业品牌，实现其产业扩面提升、普惠
覆盖，冯庄乡进一步整合改造老旧窑
洞，打造“冯庄味道”展销服务中心 1
处，初步打造“冯庄味道”生产、品尝、
展示、销售一站式基地，并通过举办

“冯庄味道”特色产业制作培训班等形
式，让越来越多的冯庄人实现小本创
业、就近就业。

“我们冯庄的地质土壤条件比较
好、产业技术也相对成熟，特别是农户发
展产业的积极性非常高。冯庄乡政府将
进一步把握‘小而精、小而美、小而富、小
而特、小而专’的发展定位，以特色产业
为根本，兼顾特色文化、特色功能和特色
建筑，着力构建起产业特色鲜明、农旅融
合发展的乡村产业新体系，持续带动村
集体增收、群众增收。”冯庄乡党委副书
记白喜军介绍说。

3月 21日凌晨，黄陵县店头镇新村的大棚里
灯光闪烁。大棚内不是熟悉的蔬菜瓜果，而是一
个个碧波荡漾、体积较大的圆形帆布鱼池。4.3万
尾鲈鱼苗、5万尾黄骨鱼苗已完成投放，正在“新
家”里自由游动、来回穿梭，它们承载着新村养殖
户“南鱼北养，增收致富”的心愿，跨越 500多公
里，从产地湖北来到了新村。

“鱼苗投放要避光，趁着天没亮，我们已经连
夜将 4个帆布池的鱼苗全部投放到位。顺利的
话，养殖 3至 4个月后就能出售，预计产值 8万
元。”新村党支部书记雷启亮高兴地说。

今年年初，为了让村里的大棚发挥更大作用，
雷启亮多次到县、镇农业部门请教专家。在得知
帆布池养鱼项目周期短、回报快，市场前景也非常
好的信息后，他马上组织村党支部班子成员反复
讨论，最终决定将鱼池搬进温室大棚。

目前，新村已与专业公司建立技术指导服务
合作，在专业团队的指导下开展养殖和病害防治
等核心环节，并全力培养懂技术、会管理的本地养
殖人才。同时，该村计划在养殖基地建立统一管
理系统，实现24小时全方位观察、管理，做到养殖
到销售全流程可查看、可追溯，推动产业向规模
化、标准化、生态化方向发展。

村民朱天喜从开始建鱼池到放养鱼苗，一直
跟着忙前忙后。他说：“大棚里面温度高，环境也
可控，在里面养鱼是条致富的好路子。”

规模化和多元化是产业发展的两大主线。
今年，新村党支部积极响应“多元产业融合发展、
促进群众增收”的号召，以“循环高效利用”为主
思路，探索丰富产业结构。该村灵活运用村集体
大棚，新建帆布鱼池 8个，用以养殖鲈鱼和黄骨
鱼，利用养鱼的淤泥种植蔬菜，实施鱼菜共生项
目，实现“一地双收”，不断提高土地附加值，增
加群众收入。

“我们村上有 30余座温室大棚，现在用两座
大棚试建了 8个鱼池。如果效益好的话，我们还
将动员村民逐步扩大养殖规模，帮助大家增收致
富。”雷启亮介绍道。

“目前，我们的果园的果树虽然树龄
老，但效益还不错。现在推行的这个密
植矮化园好不好管理？效益怎么样？我
们心里都没有底……”

“在选择苗木上要注意哪些问题？”
…………
近日，在洛川县菩提镇党委召开的

移动党课上，果农们针对今年镇上实施
的4个百亩矮化密植示范园在建园中的
种种顾虑，向镇上的苹果技术指导员要

“答案”。
矮化密植示范园建设是实现苹果产

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步，也是菩提镇推
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在
建园过程中，果农们面对传统的乔化树
挖改建设矮化密植园产生了分歧，对苗
木、技术等问题也存在很多疑惑。

面对果农各方面的顾虑，镇党委制
定了“让党员代表现身说法，让党员带头
开展示范”的工作方法，组织已经受益的
6名党员、群众深入到每个片区，参加支
部党小组会议，与果农们面对面交流，现
场分享自己的收获和心得，带动建设区
的17名党员积极参与到示范园建设中。

“我之前只是知道矮化密植园好，现
在通过座谈交流，进一步了解到，挂果后
人家每年每亩地净收入能达到两三万

元，而且果树管理起来更方便。”村民李
永利感慨道。

建园苗木如何选？后期的管理技术
问题如何解决？在消除了果农的思想顾
虑后，镇党委又向县苹果生产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取经”，选定众诚3号、福布拉斯等
适合洛川种植的品种进行推广，解决了果
农在新建园时选用树种的后顾之忧。同
时，组建了以党员技术员为骨干的“村级
技术指导组”，对每个示范园内的党员先
进行集中培训，随后安排其参与到指导群
众建园中，形成了“技术员随时随地就在
身边”的服务网络。截至目前，“村级技术
指导组”共开展技术培训16次。

“以前，我参加技术培训也不少，但
果园管理牵扯到每个细节，我经常在现
场记了很多，回来在生产环节应用时就
记不清楚了。现在，我们在这个百亩示
范园种果树，有党员、技术员帮忙指导，
人家技术都很过硬，有啥不懂的地方我
们随时问，解决问题更方便，技术方面我
就不用操心了。”党家塬新建示范园果农
杨百海高兴地说，以后要积极参加培训，
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

在镇党委的引领下，全镇 4个示范
园区建设进展快、标准高，各党支部组建
的技术指导组从挖树、平地、选苗、拉网

等各个环节，深入田间地头给群众指导，
确保每个环节都达到建设标准。截至目
前，已建成果园106.8亩。

“新建的4个百亩示范园，是我们今
年的五大民生实事项目之一。建成后，
我们将针对果园覆膜、间作绿肥、立架等

配套措施的完善和矮化密植果园的技术
管理提供‘一站式’服务。”菩提镇党委书
记赵烨表示，他们将通过两年的持续努
力，打造出菩提塬千亩集中示范园区，持
续带动苹果产业转型升级，以产业高质
量发展，助推实现产业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重
要讲话，强调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切实抓好农
业农村工作。其中“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
活”13个字，说到无数人心坎里。

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要瞄准“农村
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目标。总体看，目前我国
农村生活条件已经有很大改善，乡村面貌焕然一
新，但离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要求还有不小
的差距：农村道路、供水、能源、通讯等公共基础设
施还不健全，厕所、垃圾污水处理、村容村貌等人
居环境条件还需持续改善，教育、医疗卫生、养老
托幼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待提高。我们要瞄准
目标，持续推动农村基本生活设施不断完善，持续
扩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公平可及性，教育、医疗、
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县乡村统筹配置、合理布局，
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农村既是生活空间，也是生产空间，生产生活
密不可分。全面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

“五个振兴”，要抓住产业振兴这个重中之重。依
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
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
效益，依山傍水，做好“土特产”文章。产业兴、百
业旺，让农村绿色生产方式与绿色生活方式水乳
交融，逐步形成城乡一体的现代文明生活。

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不能生搬城
市套路。近年来，有关部门和一些省份公布过“美
丽乡村建设负面案例”，如在乡村大建亭子、牌坊、
公园、广场等形象工程，无节制地硬化道路，用景
观园艺植物取代庄稼等，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
用。乡村和城市是两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农
村现代化建设要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立足资源禀
赋和发展阶段，解决农业农村发展最迫切、农民反
映最强烈的实际问题，不搞脱离实际的面子工程。

我们的农村现代化，是保留乡风乡韵、乡景乡
味的现代文明生活，要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
愁，在发展生态低碳农业、赓续农耕文明、扎实推
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小康梦圆

大家谈乡村振兴

进行时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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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员现场作示范

印象小康

近日，黄龙县界头庙镇碾子塬
村的党员干部身穿红色志愿服，在
公路沿线及房前屋后栽植了 1000
株五年生连翘树。

近年来，碾子塬村聚焦“一村
一品”，大力发展连翘种植产业，全
力打造“黄土高原连翘第一村”，大
力发展庭院经济、美丽经济，带领
群众发家致富。截至目前，全村共
有连翘3400亩，其中效益园120余
亩，综合产值1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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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庄好风光 瓜果梨枣香
通讯员 吕梅 记者 王静

洛川县菩提镇“一站式”服务推进矮化密植园建设——

果园管理更高效 果农增收信心足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郭玉侠 雷王隆 李飞 张小东

让农民就地过上
现代文明生活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大棚鱼儿养得欢
记者 姜顺 通讯员 李刚 林萌

● 任志胜喜不自胜

● 投放鱼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