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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着瓜香，走进宜川县丹州街道王湾村
农业示范园种植户何青山的日光温室里，满
目绿意的空气中散发出迷人的甜香，一颗颗
绿油油的小瓜挂在藤蔓上，长势喜人。正在
打掐秧蔓的何青山摘了一颗小瓜笑盈盈地递
给记者品尝。喷香的小瓜拿在手上沉甸甸
的，咬一口下去，皮薄瓤脆汁甜，满口生香。

“今年我种了两个温室大棚，一棚小
瓜，一棚豆角，产量都可以。小瓜正在上市
销售，每斤卖到了25元，豆角每斤卖到了5
元，效益非常不错。”何青山说。

近年来，宜川县丹州街道王湾村坚持
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引领乡村振兴示
范，持续加大特色产业资金支持和扶持力
度，促进产业兴旺、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带
动农民群众增收致富。

在王金生的养牛场里，一头头壮实的肉
牛在栏内伸长脖子抢着吃草饮水，王金生正
忙着添加草料。王金生告诉记者，自己刚起
步时，只购买了6头牛就开始摸索养殖，遇到
不懂的问题，他就向村里有经验的养殖户咨
询。慢慢地，他积累出了经验，也找到了肉
牛养殖门道，养牛事业逐步有了起色。

“2020年，我又买回来10头，现在发展

到了21头，其间还卖出去了十几头，一头牛
能卖1.5万元左右，经济效益很不错。今后
我会扩大规模，继续养下去。”王金生说。

据了解，王湾村位于宜川县城南 10
公里处，辖铁龙湾、王湾、白家庄3个村民
小组，共 110户 377人。全村有耕地 1100
亩，主导产业以种植业为主。王湾村按照

“生态宜居村庄美、兴业富民生活美、文明
和谐乡风美”的总体要求，以产业兴旺为
目标、以环境塑造为抓手、以乡村旅游为
契机，高品位规划，通过发展特色瓜菜种
植和养殖业、乡村旅游带动等，使群众住
上了宽敞明亮的移民新居，种上了瓜果飘
香的钢架大棚，过上安居乐业的幸福日
子，创造了王湾“二次革命”的华丽蝶变，
为振兴王湾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我们有拱棚 168个，大棚 18
个。现在每家每户都种了2至3个棚，一个
棚一年下来收入一万二三的样子，人均收
入达到 1.32万元。全村共养牛 80头，羊
500多只，蜂 68箱，兔 200多只，鸡 2000
只。村上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持续推进农
旅融合与乡村振兴，为农民增收致富开辟
新途径。”王湾村党支部书记潘海平说。

本报讯（记者 雷荣 通讯员 李文振）近日，宜川县举
办“实干、创新、敬业、奉献——学习‘悬崖造林队’事迹 凝
聚高质量发展合力”主题宣讲会，激励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学
习“悬崖造林队”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实干精神，敢于挑
战、勇于挑战的创新精神，不惧艰险、攻坚克难的敬业精神，
锲而不舍、坚韧执着的奉献精神，在谱写宜川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铁龙湾林场党支部书记、场长刘延江以《把树种在宜川
人的心田》为题，讲述了荒山能成青山，是造林人默默坚守
的成果；独木汇聚成林，是造林人的初心使然。丽红专业造
林队队长王永红以《我是造林兵》为题，讲述自己甘愿守清
贫，执着坚守平凡而不平凡，十九载如一日的艰辛造林路。
造林队家属、意境专业造林队队长妻子王竹琴以《我家老汉
爱种树》为题，讲述造林人舍小家顾大家，在家人体谅下，齐
心协力才有悬崖峭壁青绿，荒山秃岭披绿的景象。壶口镇
政府干部刘仪以《黄河沿岸万亩荒山变成“金山银山”》为
题，讲述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印证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乡村振兴已成为“时代
主题”。宜川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鹃以《我们都是追梦
人》，讲述了黄河悬崖造林的无名英雄不惧千辛万苦，以绿
衣卫士的梦想构筑起黄河生态屏障，书写“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听完宣讲后，党员干部们纷纷表示，“悬崖造林队”的先
进事迹感人至深、令人佩服，将以此次宣讲会为契机，把“悬
崖造林队”这种脚踏实地、吃苦耐劳，敢于挑战、勇于实践，
不惧艰险、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宣传好、学习好、落实好，用
他们的精神激励自己更好工作，为全县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悬崖造林事迹感人
激励干群担当作为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在子长市，一碗冰凉爽滑的
凉粉，配上店家秘制的酸汤汁水，让一个夏天都凉爽有味，
口齿留香。

子长绿豆凉粉不仅是生活食粮，亦是一种情愫，一幅画
卷，彰显着人间情暖，生活百面。游子归来、有朋自远方来、
走亲访友……都离不开家乡这份独特的味道。

“做凉粉就像做人一样，一定要有好耐心，要靠时间的
沉淀才能把凉粉做好。”在子长市老闫家绿豆凉粉第五代传
承人闫峰的凉粉店里，他轻轻搅动着锅里的凉粉，开心地说
道。

闫峰手上的一大锅凉粉成品，得花 3个小时细心熬制
搅拌，才能确保口感爽滑，冰凉可口，让顾客称赞是一碗上
好的凉粉。为了让顾客吃到好凉粉，闫峰每天早上三四点
钟就起床忙碌，他要将前一天泡好的绿豆磨碎、发酵、沉淀，
经过一系列工艺操作后，制出绿豆淀粉；再将淀粉中加入一
定比例的开水搅拌，最后倒入锅中继续搅拌，直至凉粉完全
熟透。

做凉粉除了需要好的原材料，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为
了做出好凉粉，闫峰除了父亲的教授以外，自己也付出很多
努力，经过多次的实践和总结，终于掌握了凉粉制作技艺。

“要做出好的凉粉，一个是要控制好水的温度，再一个
是搅拌要用力均匀，还要控制好火候。要做到这三点，平时
的积累和经验很关键。”闫峰说，他现在每天平均要做四到
五大锅凉粉，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做好的绿豆凉粉切入碗里，灿如美玉细如脂，看似柔
嫩，实则筋韧，富有弹性。浇上“灵魂伴侣”辣椒油，再撒上
洁白芝麻，让人望而生津。美食的诱惑无法阻挡，不经意间
口角垂涎。

“老闫家绿豆凉粉我们吃了多少年了，有韧性、味酸爽，
吃了透心凉，可美了。时间长了不吃的话感觉还有点想
了。”正在安定东路店里吃凉粉的顾客高兴地说。

子长绿豆凉粉 2010年被收录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2016年第26届中国厨师节暨中华小吃狂欢节获
得最具特色名小吃企业，2017年获得首届陕西金牌旅游小
吃。闫峰作为子长老闫家绿豆凉粉的传承人，他将凉粉当
成自己的毕生事业来做，经过多年打拼，逐步走上品牌化、
标准化经营管理道路。现在，他在子长和西安共开了 6家
店，他在传承美食技艺的同时，也把子长的美食文化发扬光
大。

“下一步，我准备向更多的城市推广子长绿豆凉粉，让
更多的人都能品尝到子长独具特色的地方小吃。”闫峰信心
满怀地说。

闫峰：用心做碗好凉粉
通讯员 王俊香

“种养结合”让村民尝到甜头
——宜川县丹州街道王湾村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雷荣 通讯员 高雷波 李博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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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行走在延长县的山塬上，一棵
棵挺拔的苹果树长满果园，放眼望去，一
片生机盎然。

安沟镇瓦庄村果农高学义正在果园
里忙着套果袋。“今年，我还会给这 10亩
果园买保险的，有了保险就有了保证，万
一果园受灾了，年底也有保险公司给我
们赔钱。”高学义说道。

给苹果买保险，这是中金所帮扶延
长的创新之举、暖心之举、为民之举。

延长县地处黄土高原腹地，是世界
最佳苹果优生区，素有“瓜果之乡”的美
誉。在塬上，苹果是当地农民的主导产
业，70%的果农收入主要来源于苹果。但
自然条件较差，旱、涝、冻、雹成为影响当
地果农收成的四大“拦路虎”，严重制约
县域经济的发展。

为了改变果农“丰年不丰收，增产不
增收”这一现状，中金所在全县范围开展
苹果“保险+期货”金融帮扶模式，由县财
政出资 80%，期货公司出资 10%，农户自
缴 10%，实现投保面积、参保户数逐年递
增。

2022年，中金所直接投入300万元并
争取资金1328万元，参保面积达到3.1万
亩，涉及果农约 2455户。到期每亩赔付
358元，共计赔付 1119万元，全力保障果
农收入。

七里村街道佛古塬
行政村果农张天有是村
上的苹果大户。在他的
带领下，村上成立了专门
的苹果专业合作社，种植
的 100多亩果园，全部参
与苹果“保险＋期货”项
目，在保障了社员收入的
同时，也让苹果产业得到
了稳步发展。

“2020年，合作社总
共买保险 100多亩，每亩
理赔 872 元、2021 年 45
元、2022年252元。”张天
有说，“果农心里很放心，

不管果园受不受灾，不管价格如何波动，
果农有最起码的收益保障。”

2022年，为有效解决当地因灾减收、
丰产难丰收等问题，中金所联合人保财
险、国元期货等机构，协调投入60万元帮
扶资金，首次在延长县实施苹果“收入
险”项目，帮助 3个街镇的 833亩果园系
上产量、价格“双保险”，既考虑了自然灾
害因素，又规避了价格风险，给广大果农
增收吃下了“定心丸”。

“本项目是在传统‘保险+期货’价格
的基础上，首次试点苹果‘保险+期货收
入险’，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探索，帮助果
农同时规避了苹果销售价格下跌和自然
灾害造成的风险。”人保财险延长支公司
经理高付军说，“通过保险公司和期货公
司的专业能力，确保项目取得了可观的
赔付率，为当地苹果产业、乡村振兴贡献
了金融力量。”

2022 年，为让金融产品惠及更多
农户、企业、合作社，中金所联合中期
协及 12 家期货公司，投入资金约 275
万元，推出苹果“保险+期货”的升级版
苹果“订单收购+期货”，通过苹果企业
与果农签订订单合同，约定苹果生产
标准和兜底价格，进一步保障果农的
收益，促进苹果产业标准化、集约化发
展。

长江期货延长营业部经理韩大宇
说：“苹果‘保险+期货’从本质上是果农
为避免苹果下跌的风险向保险公司购买
的价格保险，保险公司通过期货场外期
权对冲苹果下跌风险，期货经营机构通
过期货市场转移苹果下跌风险，保护农
民最大利益。”

去年，“订单收购+期货”覆盖延长县
6镇 11村 365户果农，其中脱贫户 57户，
面积 4387亩，7个果业企业（合作社）12
家期货公司参与实施；保护价收购苹果
5500吨，开展套期保值5500吨，有效解决
苹果产业收购、销售环节的痛点、难点问
题，实现“果农稳收入，果商降成本”的双
赢效果。

延安中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实施了
延长县交口镇神头村、石河村两个自然
村的苹果“订单收购+期货”试点，涉及果
农 42户 736亩，套保 1000吨。项目包括
苹果园生产管理、订单收购、套期保值 3
个过程，设定苹果期货标准、半商品和通
货3个收购标准。

“企业吸纳果农参与，抱团取暖、合
力作战，销售苹果有了议价权，不再是果
商一个人说了算。同时，把经营和生产
分离出来，农户一心一意种好苹果，企业
按照标准统一技术服务、提供惠农物资、
指导经营销售，最终形成了农户、企业分
工更清晰、产业发展更合理的多赢模
式。”延安中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雷银房说。

当初“不敢买不愿买”，现在“争着买
抢着买”。苹果“保险+期货”“订单收购+
期货”有力地保障了农民利益，稳定了企
业经营，促进了产业发展。据统计，自
2017年以来，延长县共实施苹果“保险+
期货”试点 13万亩，共惠及果农 9000多
户，返还保费4500余万元，为果农稳收增
收保“价”护航。

中金所挂职干部、延长县委常委、
副县长朱晨说：“下一步，我们将以‘三
个年’活动为引领，牢牢抓住苹果首要
产业，积极争取中国证监会、郑商所、
中金所支持，不断丰富金融惠农支农
模式，继续扩大‘保险+期货’试点，让
更好的金融产品惠及更多的农户和企
业。”

“对苹果‘保险+期货’来说，是一个
不断探索完善的过程，但最终还是要尊
重市场规律，走市场化道路，要按照‘谁
受益谁购买’的原则，引导果农和市场参
与主体，逐步将目前以政府投入保费为
主导的模式转变为以果农和市场参与主
体投入为主、政府扶持为辅的项目出资
比例模式，确保苹果‘保险+期货’项目能
够长期实施和发挥作用。”延长县副县长
罗炜杰说。

● 朱晨（右）与果农查看果树生长情况

● 张天有在果园套袋

● 村民在打理秧苗

● 闫峰在店里制作凉粉

● 王永红讲述悬崖造林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