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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力量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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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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闸蟹“上山”
——大别山区农村产业振兴一线见闻
新华社记者 陈尚营 潘峰

神州故事汇乡村振兴

看小康走进乡村

夏日桃香引客来
通讯员 杨晓霞 郁小鹏 记者 王静

春看花，夏摘果。在宝塔区万花山镇毛堡则村的
水蜜桃园里，一棵棵桃树郁郁葱葱，一个个泛着红晕
的水蜜桃挂满树梢、缀满枝头，满园果香扑鼻，一番丰
收景象。

眼下，毛堡则村的水蜜桃已陆续进入成熟期，水
蜜桃园里，引来不少客商和游客前来购买、采摘，桃林
间处处弥漫着收获的喜悦。

“我们这儿离城区比较近，所以游客来桃园里采摘
还是很方便的。我们家的水蜜桃今年的产量预计在
7500公斤左右，来我这里采摘3斤10元，卖得很快。我
的水蜜桃销售每年从7月初，一直能持续到8月底，这
种时令水果还是很受市场欢迎的。”村民王佃兵一边忙
着采摘水蜜桃，一边高兴地说，自己将近5亩的水蜜桃
园一年能收入四五万元，收益还是很不错的。

5年来，王佃兵积累了成熟的种植经验，管理水平
也越来越高，他家的水蜜桃色泽鲜艳、汁多肉厚、口感
脆甜，很受游客欢迎。前来水蜜桃园采摘的市民张洋
说：“春天的时候，我就在抖音上看见这个桃园的桃花
开了，特别漂亮。这两天又在微信朋友圈看见桃子成
熟了，就带上家人一起来体验采摘乐趣。这里的桃子
口感挺好的，我们打算多采摘一些，拿回去分给亲戚
朋友们品尝一下。”

近年来，万花山镇把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的重
点，根据当地资源优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种植结构，
打破以往“乡村旅游，一枝独秀”的局面，将全镇农作
物分为苹果、鲜桃、小米、西瓜、大棚樱桃等种植连成
生产片区。如今，该镇形成了不同种植区域优势互
补、共同高质量发展的农业生产格局，让万花山镇特
色产业成为乡村振兴新“引擎”，实现产业“百花齐
放”、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能得到村民认可，我就没白来”
——记安塞区坪桥镇高家湾村第一书记边防

记者 刘彦 通讯员 潘燕燕

防治技术送基层 苹果优产有保障
本报讯（通讯员 王文斌 记者 孙艳

艳）“在喷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往杆上
喷，因为这个药剂浓度比较高一点儿，尽
量不要喷到叶子上。”近日，在洛川县槐柏
镇底楼村果农杨左宏的果园内，洛川县植
保植检站副站长杜君梅正在指导他喷施
果树腐烂病防治药剂。

杨左宏共有6亩果园，每年防治果树

腐烂病都耗费了他大量精力，却又得不到
明显效果。当得知县植保植检站准备在
自己果园进行果树涂杆预防苹果树腐烂
病的药剂试验时，他非常支持。

“对我们农民来说，这是件大好事。
我们不用费劲去防治果树腐烂病，既不伤
树，又能省工省力解决问题，真是太好
了。”杨左宏高兴地说。

为了有效防治果树腐烂病，洛川县植
保植检站在全县进行腐烂病防治药剂试
验。杜君梅告诉记者，本次试验选择了
4种不同的药剂进行涂杆试验。该站计
划在今年的 7至 8月进行一次涂杆，然
后到采果后 10至 11月再进行第二次涂
杆，到来年 3月份腐烂病发生高峰期，再
进行不同药剂的防治效果调查，筛选出防

治效果较好的药剂，以便在生产中进一步
推广应用。

据了解，本次试验将在旧县镇、槐柏
镇、老庙镇和凤栖街道办事处等4个镇街
选取具有代表性果园开展。预计通过 9
个月时间，比对不同药剂涂杆预防苹果树
腐烂病的防治效果，最终形成更好的苹果
树腐烂病防治方案。

他力量乡村振兴
在大别山区养殖大闸蟹，毛畈村村民成了“第一

群吃螃蟹的人”。
人们固有的印象中，大闸蟹生长在拥有宽阔水面

的河湖区域。山里养蟹，靠谱吗？
“目前养殖技术、销路都不成问题，但现在倒真有

个事挺头疼。你们在外面见识多，帮我们看看可有什
么办法。”盛夏时节，记者来到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菖
蒲镇毛畈村，45岁的村党支部书记姚有志就带着我们
来到蟹塘边。

毛畈村群山环绕，全村 1400多人，一条天仙河曾
隔断了出村的路。“出门泥巴路，出村靠摆渡。”村民回
忆说，10年前的家乡很穷。

今天的毛畈村，天仙河大桥连接两岸，村民们居
住的楼房掩映在青山绿水间。一排排葡萄架挂满果
实，火龙果、羊肚菌在这里不再是稀罕物……

眼下，让姚有志烦恼的，是蟹塘里的几只水鸟。
“看见了吗？就在那边水面上，它能直接钻进水

里。”姚有志说，他不清楚这些鸟吃不吃蟹苗，但它在
蟹塘里觅食，总归是个隐患。

2014年，在江苏省无锡市做生意的姚有志回到毛
畈村，开始带着乡亲们脱贫奔富。“产业振兴是乡村振
兴的重中之重。”姚有志和乡亲们都懂得这个道理。
不过，毛畈村的产业发展曾经走了不少弯路。

一开始村里发展养羊，但从皖北买回来的小羊
“水土不服”，没多久都得病死了；后来试着种植水蜜
桃，一场大水，根烂了，树死了；试着种植高端蔬菜，但
不对市场“口味”，卖不出去，菜烂在了地里。

向记者讲述当初产业发展失败的经历，姚有志坦
言，原因有很多，但不对路是很重要的因素，大家都觉
得养羊、种菜这些事相对容易、风险小，调研不足就开
始做了。“我们现在发展得很好的产业，不管是大闸
蟹，还是葡萄、火龙果等，都是提前下足了功夫才出手
的。”姚有志说。

毛畈村大闸蟹养殖基地有 4个蟹塘，水面面积达
20多亩，今年投放了 2.5万只蟹苗。基地负责人刘结
华说：“决定搞大闸蟹养殖前，我们请专业人员来现场
看，还把村里的山泉水送到权威机构检测，发现水中
富含各类矿物质，是养殖大闸蟹的优质水源。”

如今毛畈村的大闸蟹养殖，一年毛利有三四十万
元。“我们的大闸蟹在中秋节前后上市，平均三两到四
两一只，一只能卖几十元钱。”姚有志说，除了水好，蟹
塘里是沙土土质，养出来的螃蟹壳青肚白、肉嫩味美，
不愁销路。

近年来，毛畈村还积极开拓乡村旅游市场，不少
“90后”陆续回乡创业，通过互联网平台宣传毛畈，开
民宿、搞电商……“在毛畈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姚有志信心满满地说。

临近傍晚，延长县安沟镇阿青村气
温舒适。走进安沟镇阿青村的果袋加工
厂，10余名工人按照生产标准，对流水线
上生产的果袋进行扎带、装箱、搬运，一
派繁忙的劳作景象。

该村党支部书记肖宏斌介绍说，厂子
是村上的集体经济，按照“党支部+”的模
式，于2021年正式运营，占地1400平方米，
有果袋生产线4条，发泡网生产线2条。

“别看厂子虽小，收益却还不错。去
年生产果袋 2.7万箱，产值 5.4万元，发泡
网 3.5万包，产值 2.8万元，村集体总收入

有8.2万元。”肖宏斌说。
近几年，安沟镇在壮大村集体经济

上一直思考谋划，依托全镇 2.3万亩苹果
产业，在产业链条延伸上着力，紧扣交通
区位优势，在省道沿线的村子投资建设
果袋加工厂，为果农苹果套袋提供便捷
服务的同时，增设的务工岗位也有效增
加了村民收入。

“我今年 67岁了，出去找活儿也难。
现在，‘家门口’有了加工厂，我能干一些
零活，一天挣 150元，一个月下来能挣几
千元，我非常满足。”安沟镇阿青村村民

谭志忠高兴地说。
发展村集体经济要因地制宜，因村

施策，安沟镇苹果产业一产独大，可部分
果树老龄化严重。考虑到老果园改造后
幼树短期内不能带来收益，该镇通过分
析研判，把产业发展方向谋划在红薯产
业上，建起了红薯基地、粉条加工厂，通
过政府引导、村民参与，在壮大村集体经
济的同时实现群众增收。

安沟镇安沟村包村干部张燕龙介绍
说：“截至目前，我们红薯基地育苗180万
株，可以满足全镇 1200亩红薯种植的需

求。红薯苗都是免费发放给薯农的，这
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据了解，安沟镇在果园里套种红薯、
土豆等农作物，用来弥补苹果幼树带来
的经济缺口，并将非商品红薯、土豆送到
粉条加工厂，进一步提升价值链。推动
形成“红薯育苗—村集体和群众种植—
商品套网出售—残次红薯制粉—废渣养
殖或制肥—肥料还田”的发展格局。同
时，该镇还结合玉米产业发展，在村上创
办了酒厂，走出“玉米酿酒，酒糟养殖，肥
料还田”的农业产业小循环模式。

夏日傍晚时分，行走在安塞区坪桥
镇高家湾村农作物茁壮成长的阡陌之
间，温度舒爽怡人，村人悠然自得，让人
不由得幸福盈怀。

产业发展兴旺，村民相处和谐，如今
的高家湾村正处处散发着勃勃生机。

2021年 8月，安塞区果业技术服务
中心干部边防被组织选派到安塞区坪桥
镇高家湾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驻村期
间，他把村子当成家、把村民当家人，扎
扎实实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全心全意
为高家湾村村民办实事、解难事，为高家
湾村振兴发展洒汗水、献青春，为村子的
发展带来了新变化。

铺路建产业，提升村民家庭收入

高家湾村地处安塞区坪桥镇东南方
向，地理位置偏僻，条件相对艰苦。尤其
是该村的主路出行条件差，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村民出行极为不便。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来到村上，就是
要为村民谋利益，为村上谋发展。”边防
下决心要把高家湾村的主通道重新维
修，让村民走上干净平整的大路。他积
极争取区上“一事一议”项目资金，一次
次跑部门、一回回作商讨，不断征询各方
意见，最终建起了 1.3公里的砖铺村庄主
路，解决了村民出行难题。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路通了，
边防就开始想着抓产业。高家湾村有苹
果产业基础，问题出在果农技术良莠不
齐，苹果销售渠道不畅。

为此，边防依托自己 10余年的苹果
专业技术，同高家湾村果农一起，一年四
季“泡”在果园里，一棵一棵查看果树长
势，一片一片寻找果园问题，一户一户教
授果树管理技术。

“边书记来到我们村上，我们果农是
‘沾大光’了。”高家湾村果农徐海清说，
自己种果树多年，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果
树管理技术问题。“边书记本身就是专业
搞果树管理的，又常驻村上，我们一有问
题，他都是第一时间来给我们解决。”徐
海清说，从锯大枝到间伐，从大修剪到防
雹防虫害，这两年，村上的果农跟着边防
学，果园管理技术提高不少，高家湾村苹
果质量整体都提升了。

“边书记人缘好，人脉广，不光给我
们管技术，还给我们管苹果销售。”果农
罗光连说，这两年村上的苹果都是边防

给联系果商来收购的。去年，他家果园
产了 5万多斤苹果，果商来了一次性全
部收走，10 万多元一下子就揣进了兜
里。

在持续发展壮大苹果产业的同时，
高家湾村的大棚产业也逐步走向正轨，
21座新型日光温室大棚在半山腰上整
齐排列，在阳光的照耀下像极了金灿灿
的“聚宝盆”。刚刚喜获丰收的村民冯瑞
说：“今年，我在村里租了 2座大棚种西
瓜，5个月时间赚了 2万多元，一点儿都
不比在城里打工差。我准备二茬种茄
子，品种也已经选好了。”

“种上大棚好日子有奔头了。”冯瑞
不禁感叹。

用心真帮困，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村民张朋芳老伴去世多年，是村上
的单人单户，也是边防主动申请帮扶的
低保户。作为独居老人，张朋芳一年的
收入全靠一头母猪和两亩果园，日子过
得紧巴巴的。

边防把帮扶重点放在了张朋芳的果
园上。“我家园子里果树的修剪管理、掐
花疏果、套袋采摘等，都是小边书记给我
帮忙。去年的苹果都是他给我张罗着卖

的，我就只管收钱。”张朋芳言语里都是
感激之情。她说，逢年过节，小边书记还
给他送月饼、拿粽子，“可心疼人哩，比亲
人还亲”。

张朋芳觉得边防“亲”，不仅仅是因
为他一年四季的关心帮助，还因为边防
替她解开了心里多年的一块“老疙瘩”。

“当年修建村上队部的时候，占用
了我家的一点地，因为地不大，我也不
好反映，但这让我好些年心里不舒坦。”
张朋芳说，边防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当
时就和村委会商议，以每年支付 600元
租金的形式，一方面彻底解决了 10 年
前队部修建用地的历史遗留问题，另一
方面也是实际补贴张朋芳的生活，减轻
她的负担。

“600元虽然不多，但是对我来说，确
实是帮了大忙，心里这块‘老疙瘩’解开
了，心情好了，干啥都有劲了。”张朋芳
说。

帮助耳背的老人联系协调安装助听
器、为生病的村民寻医问药治疗疾病、给残
疾的村民办理残疾证领取残疾补贴……边
防驻在高家湾村上没有闲的时候，他为
村民办实事，村民也更加信任他、依赖
他，大事小事都要来听听他的意见，寻求

他的帮忙。
“忙是真的忙，但高兴也是真的高

兴。”边防说，组织把自己派驻到高家湾
村，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高家湾村村民，
让高家湾人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能得到
村民的真心认可，高家湾村他就没白来。

用情解分歧，把矛盾化解在“家门口”

有了长效产业，村民生活才能一年
更比一年好。去年，高家湾村要流转土
地兴建大棚，其他工作都顺了，就是土地
流转中，有四五户村民怎么都不同意兑
换、腾挪土地。修建大棚的事情一度陷
入僵局，停滞不前。

村民刘永平就是其中不愿意流转
土地的一户。56岁的他常年患有哮喘、
尿毒症等慢性病，一年下来吃药的钱比
老两口吃米吃面的钱都多出好几倍。

“我们老两口年龄都大了，我又一身病，
建了大棚也种不了，还不如就现在几分
地种点口粮来得安心。”刘永平有自己
的难处。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大棚不
能按时修建，就会耽误种植时间，就会影
响不少村民整年的收入。

边防来到了刘永平家。自从来到高
家湾村，边防就一直在帮刘永平想方设
法缓减生活吃药花销，给他联系办理医
保门诊特殊疾病报销和慢性病报销，帮
助争取村上的公益性岗位解决就业补贴
生活，平日里更是像亲人一样，对刘永平
夫妇嘘寒问暖、关心关爱。

“他来给我讲村上建大棚的重要性，
细细分析土地流转以后的收益，实实在
在都是为咱村里人着想了，我也不能再
拖后腿了。”刘永平说。

在刘永平的带动下，其他几家不愿
流转土地的村民也很快都转变了思想，
高家湾村的大棚建设如期动工。

“边防这后生来到村上，凡事先替村
里人打算，所以大家都信服他。”老书记
冯玉胜说。

化解邻里矛盾，调解村民恩怨，转变
群众思想，边防只有“一招儿”，那就是

“真为村民想，用真心、细心、耐心说理”。
“庄户人家的矛盾纠纷，基本都是源

于一些小事，只要你真为村民着想，公平
调解，大家也都讲理着呢。”边防说，现在
高家湾村邻里之间和睦相处，谁家有个
大情小事，都是互帮互助。

小康梦圆

● 边防（左）查看村民家苹果长势

● 市民采摘新鲜水蜜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