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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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力量乡村振兴

神州故事汇乡村振兴

新品种“入住”
老果园“变靓”
宝塔区姚店镇2000亩老果园实施改造

拿奖牌 评职称
苹果树下“新农人”
新华社记者 王紫轩

栽下樱桃树 敲开幸福门
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蔺文婧

近日，富县气象局工作人员走
进富县钳二便民服务中心苹果园，
为果农讲解如何有效规避降水、降
温和大风等不利条件，提醒果农密
切关注近期天气变化。工作人员
还为果农讲解了“富县农户助手”
微信小程序使用流程，让果农可以
实时掌握 72小时气象数据，有效
提高果农对气象灾害的应急能力
与防御意识。

通讯员 侯蓓蕾 摄

时至初夏，走进吴起县长城镇双湾
涧村的日光温室樱桃采摘园，20座整齐
排列的樱桃大棚映入眼帘，棚内翠绿的
樱桃挂满枝头，长势喜人，处处洋溢着丰
收的希望。

今年58岁的韩金成从事大棚种植21
年。因为技术过硬，他曾荣获“首届陕西
省优秀青年农民”“吴起县农村科技致富
带头人”“长城镇产业示范带头人”等称
号。2012年，吴起县蔬菜中心建立樱桃
新品种试验示范基地，韩金成凭着多年
丰富的大棚果蔬种植经验，多次被外派
学习樱桃种植技术，并用所学技术为全
县樱桃大棚产业提供技术指导服务。

2021年，韩金成被吴起县长城镇聘
请为果蔬技术员，指导镇上的果蔬大棚

产业。同时，他决定承包 10座双湾涧村
的樱桃大棚，从种植能手转变为农业生
产“领头人”、共同致富“带头人”。

记者见到韩金成时，他正在大棚里
忙碌着。目前，他的 10座樱桃大棚还处
于零星挂果期，但他信心满满：“到盛果
期，我这些大棚算下来，一年时间就有可
能把40多万元的投入成本收回来。”

“樱桃好吃，树也好栽。”韩金成认
为种植樱桃并不难，最重要的是辛勤劳
作和科学管理。自从承包樱桃大棚以
来，他没有睡过一个午觉，一有时间不是
修剪枝条，就是忙着查看树木长势，为收
获高质量樱桃打好基础。

韩金成在经营自己樱桃大棚的同
时，也不忘为其他种植户做好技术指

导。他说：“我要掌握好樱桃种植技术，
帮助其他种植户学技术、懂管理，都能见
效益。只有大家把钱挣了，我这个技术
员才算称职。”

为加强农业现代化发展科技支撑，
2022年，双湾涧村建立了 4.0智慧农业平
台，通过土壤墒情监测、环境监测、视频监
控，达到智能联动的效果。同时，还采用智
慧化技术，配备全自动喷淋、起帘、放风等
设备，严格控制温度、湿度、光照等，打造适
宜樱桃生长的气候条件。

樱桃园的良好运营，也为周边村民
在家门口务工增收提供了机会。“我没事
的时候，就到樱桃园里修剪枝条，还可以
到周边村帮忙锄地干活，一年下来能增
加不少收入。”村民蒋闰芳高兴地说。

据了解，如今，双湾涧日光温室樱
桃采摘园采用“合作社+农户+脱贫户”
模式，由合作社负责大棚的土地流转、
设备设施日常维护管理以及电商服务
站的销售服务，农户反包倒租种植经
营，脱贫户、剩余劳动力参与，确保村集
体经济有收入、经营农户有利润、脱贫
农户有就业。

双湾涧村第一书记刘晔文说：“盛果
期，我们每棵树大约产果 5斤以上，预计
每年每座大棚能有 12万元的收入，可为
村集体带来 5万元收入，带动 10余户脱
贫户发展产业。后期我们将会通过产供
销立体推进，补齐延长产业链条，从而增
加村集体、种植农户和脱贫户经济收
入。”

“我最近正在学习一项新技能，就是
VR全景视频……”在洛川县老庙镇桥子
村的广场上，洛川县90后电商赵志荣忙着

拍摄视频素材，准备将拍摄好的素材经过
后期剪辑，在自己的苹果销售平台投放。

“作为一个洛川人，我希望在销售苹

果的同时，把洛川苹果产业文化一块推
广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洛川苹果、了解
洛川。”赵志荣说。

1993年出生的赵志荣是洛川县老庙
镇桥子村人，从小跟着父母在果园干农
活，苹果园里承载着他儿时不少记忆。
2016年，赵志荣大学毕业后，听说家乡洛
川成立了农产品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在
了解到相关政策，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后，
2017年8月，他正式成立了洛川荣归果里
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公司有了自己
的苹果品牌“荣归果里”。

刚开始，赵志荣通过 QQ、微信朋友
圈等不断地去宣传自己的品牌，之后接
触到淘宝，就开了淘宝店铺。通过学习，
他从刚开始什么都不懂的“小白”，到如
今熟练掌握了PS、美工等知识，学习了基
本的运营知识，销售额也从最开始的几
单逐渐增多，半年销售量就达到1200单，
销售额达6万元以上。之后，赵志荣还主
动参加省市县组织的各类电商知识培训，
开始在抖音、快手、拼多多、小红书、微信
小程序等多个平台进行电商销售。

“目前，我们固定客户有 3000多人。
除此之外，加上线上电商平台，年销售额
可达200多万元。”赵志荣说。

成为电商后，赵志荣善于学习，发现

问题及时总结改善，将一些新奇的创意
融入苹果线上销售中。面对消费者对收
到的苹果尺寸不够的质疑时，赵志荣及
时了解情况，研究设计出了苹果测量卡
片。随后，在每一箱卖出的苹果中，都放
入一张测量卡片，并标明测量方法，方便
有质疑的消费者自行测量。

“测量卡片的背面还有二维码，消费
者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看到洛川的文
化场景，可以实现‘云上’游洛川。”赵志
荣说，他还将自己的创意体现在苹果包
装箱上，把自己的感受写成“少年和苹果
的融合”短文，印在苹果手提带上，更好
地推介自己的产品。

在致力于做好电商销售的同时，赵
志荣每年都会抽出时间骑自行车去旅
行，无论到哪里，只要有机会，都会随手
拍摄有关苹果的照片和视频，时时不忘
宣传洛川苹果，他的不少老顾客也都是
在骑行中结识的。

“接下来，我计划购买一条小型选果
线，用来提升产品品质，提高消费者的满
意度。同时，开发拓展新的销售渠道，更
新品牌包装，提升品牌价值，帮助更多果
农把苹果卖上一个好价钱，让洛川苹果
香飘万里。”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赵志
荣还有不少规划。

五月，苹果花正繁，“金牌果农”杨文辉正在新栽的
苹果矮砧密植林里疏花。“现在果农有技术、受认可，脸
上有光，思路活泛，种苹果从‘下苦活’变成轻松体面的

‘职业选择’。”说话间，他已将枝头的繁花摘拣匀称。
苹果，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引以为傲的富民作

物。上世纪80年代至今，当地已规模栽植苹果树上百
万亩，果品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70%以上，超 10
万人从事苹果产销。为推动高质量就业，静宁县人社
局于 2021年推出“静宁果农”劳务品牌，果农吃起“职
业饭”。

杨文辉告诉记者，传统果农没有管理、营销概念，
身份认同感不强。“以前培训只是统一科普‘怎么种’，
果农吃不透精深的理论，又不敢轻信‘土专家’和客商，
只能守着老园子、用着‘土法子’，亏损、气馁、心酸是常
事。”杨文辉说。

为提升果农综合能力，当地编了趣味口诀，丰富培
训内容，根据果农个人需求“菜单式”授课，考核合格后
发放证书。“系统学习后，才发现一棵果树从定杆到丰
产有许多讲究。”杨文辉受益匪浅、边学边做，20亩果
园的产量、优果率稳步提升，顶峰时创收50多万元。

杨文辉干出了成就感。2022年起，他两次参加当
地人社局举办的“静宁果农”劳务品牌培训暨乡村振兴
技能大赛。“头一年得了铜牌，今年再接再厉，终于夺
金。”杨文辉说，参赛不只为证明自己，也是给所有果农
打气，“依靠技术，农民也能有自己的事业。”

如今，杨文辉获得农民技术员初级职称，优先参与
各类培训、讲座和考察活动，视野更加开阔。他在全村
带头建起适宜机械化作业的苹果矮砧密植林，闲暇时
还会直播宣传果品。“我想继续尝试新的品种和种植模
式，朝中级、高级职称努力，带动更多人种苹果。”

“在静宁，大批像杨文辉这样熟悉基层情况、富有
实践经验的果农等待被挖掘。我们评选了金、银、铜牌
果农 300多名，为近千名技术骨干评上职称，希望让

‘静宁果农’的身份标识吸引、惠及更多人。”静宁县人
社局局长周浩仁说。

务果近 30年的“土专家”李随省，曾因自学成才，
技术不被认可，2021年获得农民农艺师职称后成了

“大红人”。“现在人人抢着学技术，我‘转正’后，经常赶
场子讲课，课后还有很多学员打电话问问题。”

“静宁果农”还带动了当地劳务市场的发展。周浩
仁告诉记者，许多拿到培训证的果农，组建果业技术服
务队，创造劳务收益。3万多名富余劳动力经过定向
培训，进入苹果加工工厂就地就近工作。重点乡镇还
建起劳务服务港，为县内外大量季节性务工人员提供
培训、住宿等服务。

苹果“链”上，涌现更多能干自信的“新农人”。

90后电商赵志荣——

“要让洛川苹果香飘万里”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张敏 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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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李旭 记者 王静）近日，在宝
塔区姚店镇柏林湾、界和坪等村的苹果园里，果农们
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对果树进行拉枝、栽植、疏果。
今年 2月初，姚店镇党委、政府积极谋划产业发展新
思路，引进了福布拉斯、阿珍、维纳斯黄金、巴克艾等
4个果树新品种，严格按照宝塔区果业局“七个一”栽
植技术，对柏林湾、界和坪等村的 2000亩老果园实施
改造，让老果园焕发新生机，进一步探索出一条现代
化高质量果品产业发展新路子，推动全镇苹果产业
转型升级。

界和坪村果农吉海军务了半辈子果园，这几年因
果树老化、苹果质量不好而着急：“我的果园有 30多
年了，果树品种也不好，腐烂病很严重，结出来的苹
果品质低，卖不上好价钱。多亏了政府开始对老果
园进行改造，我争取今年重新栽一片果树，以后能有
更好的收益。”

“老果园都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难以统一规划，
并且大部分果农对矮砧密植园管理技术不了解。为
此，我们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组织果农到甘
谷驿李家河美丽果园和桥沟烟洞沟马文昌家庭农场学
习果树种植及管理技术，邀请专家以‘理论讲解+现场
示范’的方式手把手地为果农进行技术指导，并入户向
果农反复宣传老果园改造和矮砧密植园管理的好处，
进一步增强了果农种植苹果的信心和决心。”姚店镇果
业站站长雒峰说。

柏林湾村果农刘双喜满脸笑意地说：“今年，镇党
委、政府多次组织我们果农开展果树管理技术培训，
我每次都去。通过现场培训学习和实际操作，让我
掌握了新的管理方法，现在我对种植苹果充满了信
心。”

“对柏林湾村、界和坪村老果园进行改造是我们
年初制定的十件民生实事之一。截至目前，我们已
建成高标准示范园 700亩。接下来，姚店镇将立足实
际，围绕苹果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
化生产，积极推行‘矮化密植、水肥一体、机械务作’
的栽培模式，加快老旧果园提升改造步伐，促进全镇
苹果产业提质增效，为群众真正实现产业致富奠定
坚实基础。”姚店镇党委书记纪爱雄说。

● 赵志荣将苹果打包装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