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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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景处处好 乡村绿富美
通讯员 刘锋 王文娟 记者 姜顺

一条条整洁平坦的乡村道路，一座
座温馨漂亮的农家小院，一处处清香四
溢的花园，一面面生动形象的文化宣传
墙……5月 26日，当记者走进黄陵县阿
党镇葡萄寨村，乡村风景美不胜收，文明
新风扑面而来。

阿党镇葡萄寨村属南沟门水库搬迁
村，漫步在村庄里，最吸引人的是该村的
乡风文明一条街。这条街上的主副巷
道、房前屋后的围墙上，是一幅幅手绘画
和宣传标语，生动形象地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爱护环境、移风易俗、爱亲敬
老等相关宣传图画呈现在村民面前，营
造出“面面墙壁会说话，处处景观都育
人”的氛围。

“我们希望村民在日常生活中，都能
互相尊敬、互相礼让。”该村第一书记裴
大龙指着文化墙上的“知荣辱讲礼仪”内
容向记者介绍说。

“十星级文明户”马金昌曾是村里的
老支书。秉承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的家训，他勤俭节约、诚实守信，妻子勤
劳善良、团结邻里，把整个家庭经营得有
条有理。“我作为一个‘十星级文明户’，

能得到村民和村上的认可，感到非常自
豪。”马金昌说。

村规民约引领文明风尚，丰富多彩
的文化活动润物无声，滋养着每一个村
民的心田。葡萄寨村紧紧围绕“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紧密结合“绿色转型、美丽富民”
发展导向，结合村庄发展定位和发展规
划，依托“乡风文明一条街”“善行义举
榜”“道德讲堂”等活动载体，做到村规民
约、家规家训、政策宣讲户户覆盖。

“我们通过‘十星级文明户’‘好媳
妇’‘好婆婆’等群众身边先进典型的评
选，力争在全村形成向上向善的价值取
向。”葡萄寨村党支部书记刘海全说。

为了推进文明村的创建，葡萄寨村
还实现雨污分流、污水站建设、厕所全改
造、垃圾分类收集，让人居环境进一步提
升。该村还建成村文化活动中心、农家
书屋、道德讲堂等文化阵地，既有效满足
广大群众的文化需求，也打造了宣传政
策、动员群众、教育村民的重要平台。
2022年，葡萄寨村被评为省级“美丽乡
村 文明家园”。

今天的葡萄寨村良田富沃、屋舍俨
然、百姓安居、村风和谐，呈现出一派欣欣
向荣的景象。“下一步，葡萄寨村将进一步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形成文明
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让群众不仅富
口袋、更要富脑袋，让葡萄寨村真正成为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裴大龙说。
如今，在黄陵县各村镇，移风易俗渐

成共识，崇德向善蔚然成风。浓浓的新
风正气涤荡在桥山沮水间，汇聚起同心
同向的强大合力，为推动黄陵高质量发
展注入强劲动能。

● 葡萄寨村新景

看小康走进乡村

好产业带来好“钱”景
——洛川县石头镇积极探索发展特色产业小记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李进 田伟

果蔬大棚笑声朗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李浩楠 李云龙 谢双

王喜红的“甜蜜生活”
通讯员 梁晓丽 记者 王静

进行时乡村振兴

“这个瓜的特点是皮薄，摘的时候不
能敲，一敲它这瓜皮就烂了。还有蔓上
长出来的这种斜芽必须掐掉，要不然养
分就被这种斜芽吸收了，瓜就长不大。”
一大早，走进洛川县石头镇史家河村的
温室大棚里，阵阵瓜香扑鼻而来，拨开藤
蔓，随处可见一个个瓜形匀称、纹路清晰
的吊篮西瓜隐匿于瓜藤枝蔓间，种植户
王苏杰正在给工人讲解吊篮西瓜采摘的
技术要领和注意事项。

由于是大棚种植第一年，王苏杰还
多次到全国各地学习取经，回来后也会
将学习到的经验及时组织工人们进行分
享学习，最大限度地提升瓜果品质。

“我们今年种植的吊兰西瓜、香瓜、
蘑菇总共 81棚，其中西瓜 10棚，产量预
计 5万斤左右，香瓜 8棚，预计 3万斤左
右。目前，西瓜已售卖3万斤，香瓜正在
采摘集中上市。按照目前市场行情预计
西瓜香瓜的收入可达到33万元左右，蘑
菇全年产量 400余吨 270万元左右。”种
植户王苏杰说。

村民史玉林从建起大棚的那天起，
就开始在大棚里面务工，种植技术也愈
加成熟，已然成了大棚种植管理的“行家
里手”。

“棚里活多时每天有30多名工人干
活，活少时有 10个人左右。”史玉林说，

“每天的工价是120元，一个月下来能赚
3000多元，棚里活儿少的时候还可以回
家干自己的农活儿，挣钱和农活两不误。”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靠特

色。穿梭在绿油油的瓜蔓间，每个瓜柄
上都挂有不同数字的标记卡，工人只需
根据标记卡的日期就能推算出成熟的时
间，深受周边游客、水果经销商的欢迎。

工作生活之余，三五成群的游客便会慕
名前来品尝购买。

“我在抖音、微信朋友圈看到史家
河的瓜园开园了，就特地带朋友过来
体验采摘，西瓜和香瓜的口感都特别
好、特别甜。”专门到棚里采摘的顾客
贠红丹说。

近年来，洛川县石头镇在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中，坚持以党建引领为依托，
不断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积极探索“一
业主导、多元富民”模式，利用辖区川道
闲置土地，大力发展优势特色产业，积
极引导群众发展大棚吊篮西瓜、香瓜、
蘑菇、西红柿、圣女果等特色产业。截
至目前，全镇已建成瓜果蔬菜种植 81
棚占地 100亩，其中蘑菇 63棚、圣女果
示范基地 620亩、中药材种植 60亩，辐
射带动周边村组、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为全镇发展注入新活力，全面助力乡村
振兴。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特色产业发
展，持续巩固苹果产业主导地位，因地制
宜发展食用菌、设施大棚、圣女果、畜牧
等多元化特色产业，积极推行农业社会
化服务，加快构建长短结合、绿色循环、
百业兴旺的产业体系，带动群众就近就
地就业，稳定增收致富。”洛川县石头镇
人民政府镇长杨航表示。

● 史玉林采摘西瓜

初夏时节的宝塔区青化砭镇山清水
秀，洋槐飘香。走进该镇白坪村小蒜沟
组，展现在眼前的就是农户王喜红家的
养蜂“基地”。整齐的蜂箱坐落有序，一
群群忙碌的蜜蜂扇动着翅膀穿梭其间。
王喜红正和妻子装取蜂片、摇蜜、修蜂
蜡，共同酿造着“甜蜜生活”。

谈起从无到有的产业发展历程，王
喜红说道：“由于我和妻子都干不了重
活，2019年 5月，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
下我们决定开始发展养蜂产业。刚开
始，我们在养殖技术上还比较生疏，有不
懂的地方就积极参加区镇级的各种相关
培训，或者向有经验的养蜂户请教，或者
直接在网络上获取信息。从最初只有政
策补助的 10余箱中蜂，现在已经扩展到
100多箱了，其中中蜂 20箱、意蜂 91箱，
每箱蜂每年保守估计能产蜂蜜 5公斤左

右。”
“我们养蜂人常年与蜜蜂为伴，拉着

一箱箱的蜜蜂追逐花期四处迁徙。每年
3到 5月份都在延安本地，等到 6月初苜
蓿花开，我们准备上榆林市横山县放蜂
箱采蜂蜜，8月份再到靖边县赶荞麦花
期。”漂泊不定、风餐露宿的养蜂日子是
苦的，但一看到越过越好的生活，王喜红
脸上总是露着微笑。2022年，王喜红一
家凭借养殖蜜蜂共收入 2万余元，养蜂
收入成为了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一家
人过上了幸福甜蜜的生活。

“现在的政策真是越来越好了。今
年，我们还成功申请到了宝塔区的现代
农业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资金 1万
元，对于发展蜜蜂养殖更有信心了。”谈
起让自己脱贫致富的“甜蜜”产业，王喜
红总是乐呵呵的。● 王喜红（右）与妻子一起取蜂片

在延长县薛家芽塬村大棚种植户张伟斌的葡萄
大棚里，葡萄架上一串串“茉莉香”挂在枝头，色泽鲜
艳、饱满多汁。张伟斌穿梭其中，采摘成熟果实，忙得
不亦乐乎。

据张伟斌介绍，他今年种了两座大棚葡萄，品种
分别是“茉莉香”和“玫瑰香”，其中，“茉莉香”葡萄果
穗紧密，品质极好，口感极佳，成熟的果实具有浓郁的
茉莉香味，且抗寒抗病能力极强、早结性好，是张伟斌
今年新引进栽种的品种。

“目前，我的葡萄上市了，这个葡萄口感香甜而不
腻，初步定价每斤 40元，两棚下来大概能够收入 8万
元，我对这个效益挺满意的。”一脸丰收喜悦的张伟斌
说。

在张伟斌引进新品种葡萄尝到甜头时，大棚种植
户郝小进今年也种上了新品种富硒西瓜。

郝小进说：“富硒产品具有抗氧化、增强免疫力等
作用。我今年种了 3棚富硒西瓜，感觉富硒西瓜发展
前景非常好，将来的收益肯定差不了。”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近年来，薛家
芽塬村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不断引
进新品种，加强品种改良，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大棚产
业，以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逐渐走出了一条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如今，薛家芽塬村有大棚 31座，主要以种植西甜
瓜、葡萄为主，每棚年收入超过 4万元，大棚产业也成
为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新路径。

薛家芽塬村村委会主任薛延政介绍说：“下一
步，我们村将积极对接农业部门，一方面加强品种改
良和引进新品种，另一方面加强技术指导，提高村民
种植管理技术，让大棚产业质量和产量都有一个大
的提升，让村民依靠大棚，收入越来越高，生活越来
越红火。”

● 张伟斌的大棚葡萄喜获丰收

如今，在我市，果农待在家里打开手机，就可以看
到自己果园的实时温度、湿度、风向等信息，还能第一
时间收看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

日前，由市气象局研发的“气象哨兵”微信小程序
正式试运行，这让果农们兴奋不已。

在富县羊泉镇钳二便民服务中心上良村，果农介
绍说，以前苹果花期防冻时，要整夜守在果园里查看
温度变化。现在，果农在家里，通过手机关注微信小
程序“气象哨兵”，就可以实时看到每个果园的详细情
况，一旦降温就能及时采取措施，对果园丰产丰收很
有帮助。

记者看到，果农打开“气象哨兵”小程序，就可以
在界面选择自己需要关注的地区，实时显示区域内各
个智能气象站的气温、降水量、风向风速、湿度、气压
等详细信息。同时，页面上还不断滚动预警提示信
息，方便第一时间获取信息并采取防范措施。

富县气象局局长王春雷表示，之前果园气象站的
建成，对花期冻害气象服务做了很好保障，每个系统
可代表一个行政村。如今，“气象哨兵”的推广使用，
将气象站与小程序连接起来，有效提高了苹果灾害防
范的智能化水平。

据了解，“气象哨兵”的投入应用，得益于市气
象局依托市委、市政府在我市申请的国家农业项
目。今年 4月，全市范围内累计建设了 300套微型
智能果园气象监测站和 1200套温湿（两要素）果园
气象监测站，免费为果农安装“气象哨兵”系统，运
用延安地形和气候特点，对探测数据进行精准计
算，最终实现气象监测预报预警信息通过小程序及
时准确发布。

市气象局生态中心主任刘志超介绍说，“气象哨
兵”小程序上线以来，特别是在今年“4·21”花期冻害
监测预警中发挥出显著作用。截至目前，“气象哨兵”
小程序访问量已达2.20万人，为广大果农提供气象便
民服务的同时，也为市政府、市农业农村局、市（县）果
业中心、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科学精准做好防御提
供气象依据，在全市气象应急灾害防治中发挥重要作
用。

“我们现在根据H3模型正在优化‘气象哨兵’小
程序开发，将把数据显示变化为色斑图显示，把预报
预警信息一同显示在界面上，使系统更直观更精准，
同时，建立花期冻害防御作战图和逐小时订正预报模
型，提高‘气象哨兵’预报预警的精准性，使气象服务
更及时、更有效。”刘志超说。

“气象哨兵”成果农“掌中宝”
记者 李欢 通讯员 闫婷

他力量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