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库存苹果销售将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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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客”司张辉的三代收割机
新华社记者 苟立锋

神州故事汇乡村振兴

看小康走进乡村

“和”“美”修内外 乡村绿富美
通讯员 陈延鹏 记者 叶四青

干净整洁的沥青路面，错落有致的乡
间庭院，繁荣兴旺的绿色产业……夏日的
子长市杨家园则镇杨二村一步一景简洁
美丽，充分展现着和美乡村的清爽利落

“精气神”，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
美丽乡愁，生态乡村建设成果一一展现。

“过去，我们只知道干活务农，对生
活环境不讲究。这几年，路面硬化了，围
墙上有了壁画，公路上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们也觉得环境好、空气好，人也非常舒
服。”细数着这几年村上的变化，村民吴
重庆高兴地说。

村上的变化得益于政府的精心筹
划。子长市坚持“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

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的理念，锚定“农
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目标，聚焦

“规划编制、乡村建设、环境整治、乡村治
理”持续加力，加快补齐乡村建设短板，
努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稳妥
推进乡村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一个个
美丽乡村脱颖而出，令人耳目一新。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史家畔便民服
务中心花岩坪村的村容村貌也发生了不
小的变化。村民们曾苦恼的破损路面、
破损无人维修的墙面、房前屋后堆放的
石头砖块，如今都得到全面改善。如今
走在乡间小路上，该村墙面整齐，巷道平
整干净，随处可见在自家小院和田间劳

作的村民。
在花岩坪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李

国民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的生活条件比
过去好多了，尤其是这两年，村上的变化
很大。原来的烂坡、烂墙都进行了翻修
整治，巷道都进行了硬化，家家户户院落
整洁美观，村庄巷道干净整齐，下雨再也
不怕脚把上的泥带到窑里了，村民的生
活是越来越好。”

杨二村和花岩坪村只是子长市打造
具有子长特色乡村振兴模式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子长市乡村振兴局紧紧围
绕“基础设施基本完善、公共服务普惠可
及、人居环境优美宜人、社会治理和谐有

序、精神文化富有繁荣”的目标愿景，聚
焦“和”“美”，兼顾“内”“外”，在规划编
制、乡村建设、环境整治、乡村治理上持
续加力，集中力量抓好普惠性、基础性、
兜底性民生建设。全市高效推进 32个
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高质量完成农村
户厕改建2600座，创建延安市级示范样
板村5个、重点达标村10个。

子长市乡村振兴局正科级督察专员
郭亚进表示：“下一步，我们将加大统筹
协调，优先建设既方便生活又促进生产
的项目，统筹推进25个乡村振兴示范村
建设和生态振兴示范县创建，努力建设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智慧气象让现代农业提产节本增效
记者 李欢 通讯员 闫婷 杨爱琴

进行时乡村振兴

瓜香四溢 日子甜蜜
本报讯（通讯员 杨晓霞 郁小鹏 记

者 王静）近日，记者走进宝塔区万花山
镇碾庄村，空气中弥漫着西瓜的香甜气
息，一个个硕大的西瓜傍地而生，轻轻拍
打瓜肚，传来阵阵“咚咚咚”的声响。成片
的瓜田像一张绿毯铺满了田地，瓜农们在
田间地头正忙着采摘、搬运、装车。

今年，万花山镇的山地大西瓜迎来
丰收，瓜农们一个个脸上洋溢着幸福和
丰收的喜悦。

“我家的西瓜从播种、到田管、再到
丰收，每个环节都离不开乡政府和技术
人员的用心服务、耐心指导。乡政府还
给我们苗木补贴，帮我们协调摊位，今年
西瓜的亩产量可达到万余斤。”西瓜种植
户杨培江高兴地说，“按照当前的市场价
格，除去各项成本费用，每亩地的西瓜能
带来 7000余元的纯收入。有了政府的
支持和我们自己的辛勤努力，我们老百
姓的日子真是越过越好了。”

万花山镇的山地西瓜依托得天独厚
的自然条件，不仅个头匀称、水分充足、

皮薄脆甜，而且价格也较为实惠，吸引了
不少水果批发商和市民前来购买。该镇
西瓜种植户高塞高兴地说：“我们每天采
摘的西瓜大概有2000多斤，我拉到早市
上卖，每斤零售2元，比批发价能收入的
多一些。每年，我大约能种10亩地左右
的西瓜，再加上家里的其他产业，一茬接
着一茬，我的日子是越过越好，对今后的
生活也特别有信心。”

近年来，万花山镇围绕“扩规模、上
水平、提效益、创品牌”的发展思路，采
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发展西
瓜种植，打造“万花山镇山地西瓜”品
牌，全力推动西瓜产业提档升级，促进
农民增产增收。

该镇组织委员惠福强介绍说，西瓜
采收期间，万花山镇一方面做好瓜农在
采摘运输、销售等方面的保障服务工作，
另一方面积极树立西瓜“甜蜜经济”典
型，让瓜农实实在在地看到调整农业种
植结构的成效，引导其他群众在调整农
业产业增收上找出路、谋发展。

小康梦圆

● 乡镇干部查看西瓜产量

气象服务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保障。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农业
智慧气象服务建设，依托气象科学技
术，积极开展果品气候品质认证和气
象各项服务工作，充分发挥趋利避害
的重要作用，助推现代农业防灾减灾
和高质量发展。

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为特色
农产品注入“新身份”

气候条件是影响农产品品质的重要
因素之一，其中，日照、气温、降水等要素
尤为关键。果品气候品质认证是综合评
价气候条件对果品品质的影响，最终评
定果品气候品质的优劣等级。

早在2011年起，市气象局相关部门
就着手开展果品气候品质认证工作，通
过对苹果种植各阶段的跟踪观测、采集
生长数据，结合气象数据分析，制定了
《果品气候品质认证技术标准》（以苹果
为例），并于2012年开始，根据果品气候
品质认证技术标准开展果品品质评审工
作。

市气象局根据该标准，经过严格的
计算、评定，2018年，安塞区光荣苹果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红富士”苹果申报获得
了“优”气候品质证书，这也是安塞区农
产品首次获得陕西省农业遥感与经济作
物气象服务中心颁发的气候品质认证评
定证书，为苹果产业发展增添了“气候身
份证明”。

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虽是一张小
小的证书，却给评价果品是否优质增加
了一项新的指标。安塞区气象局副局长
刘红表示，对种植户来说，有了气候品质

认证，可以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
争力，消费者选购时也多了一项判断依
据，对农产品品牌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截至目前，在市气象局的推动下，我
市获得果品气候品质认证的特色农产品
共有 10个，包括延安苹果、甘谷驿红薯
等，为我市农产品的高质量发展起到积
极助推作用。

智慧气象服务，为现代农业提
质增效

“如今，有了全面个性化的气象预报
信息，尤其是针对高温、干旱、暴雨、冰雹
等灾害性天气，气象部门分析研判、提出
农业灾害应对措施，给予我们强有力的
技术支撑。”近日，提起气象服务的重要
性，洛川县苹果产业研发中心主任李前
进深有感触。据他介绍，洛川县目前果
园面积达53万亩，近年来受冻害和冰雹
等天气因素影响较大，精准的天气预报
为果农适时提供农事指导，有效降低了
灾害性天气对果实品质的影响，从而最
大程度实现苹果的增产、节本、提质、增
效。

为应对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的自然灾
害风险，不断满足果农农业生产需求，近
年来，市气象局逐渐摆脱单一的天气预
报模式，积极探索更加精准全面的气象
服务，助力当地产业发展，全面推动乡村
振兴。

在甘泉县甄家湾大樱桃采摘园智慧
气象服务示范基地，记者看到，基地的气
象观测站可以实时监测空气温度、湿度、
风速风向等常规的气象参数，大棚种植
户通过手机App，就可以查看最新的气

象数据，从而指导自己科学安排农事。
种植户程军耀说：“自从有了智慧气象服
务示范基地，在精确气象信息的指导下，
我种植大棚的收益也更好了，效益比之
前提高了不少。”

自2014年以来，省、市、县三级气象
部门联动，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等高等院校建立科研合作关
系，与延安果业研发中心、植保站等多部
门实现信息共享，与苹果专业合作社、企
业、果农等实现了信息互通和服务，共同
建设智慧气象服务示范基地，建立农业
气象观测站，并设立滴灌气象服务试验
区，为开展农业智慧直通式气象服务、制
定果品生产气象指标等基础研究提供了
科学数据。目前，我市共设立智慧气象
服务示范基地100个。

市气象局生态中心主任刘志超表
示，如何利用天时，提高农产品产量和品
质，这是种植户和他们最关注的问题。
他们围绕农业生产中防雹、防霜、防病虫
害以及光热、水肥利用，开展气象科学研
究与气象服务，为大棚蔬菜种植安排不
同比例的开花、坐果、成熟量，实现错峰
上市销售，并根据实景监控、果园照片及
精细网格预报，为群众提供精准的花期
冻害影响范围、程度、预防措施等，守好
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农民
的收入水平。

探索创新发展，提升气象综合
服务能力

“眼下又到了苹果套袋关键季节，我
们在小程序定制了农用气象预报分析资
料，第一时间发放给果农，希望大家可以

合理安排套袋时间。”在洛川县凤栖街道
芦村的洛川苹果试验基地，县气象局副
局长赵涛正在指导果农邵牛子通过“气
象哨兵”微信小程序，查看本地气象灾害
预警信息。

今年以来，市气象局在全市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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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气象监测预报预
警信息通过小程序及时准确发布。为
广大果农提供气象便民服务的同时，
也为政府相关部门科学精准做好防御
提供气象依据，在全市气象灾害防治
中发挥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市气象局近年还与市应
急管理、农业农村等部门签订合作协议，
建立气象灾害预警联动机制，并计划与
我市部分示范基地深化合作，共同打造
集生态、休闲、研学、气象科普教育于一
体的农业气象旅游项目。

“你看，今后这里就是一个气象科普
点。”在宝塔区气象局院内，市气象局高
级工程师曹雪梅指着院内的流动火箭发
射架介绍说，他们打算将气象科普等因
素有效融入农业生产体系，构建数字化、
专业化、体系化、智慧精细、开放融合、普
惠共享的现代农业气象服务体系，扩大
气象防灾减灾普及人群，全面提升气象
为农服务综合能力。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气象现代化发
展成果的本地化运用和创新，不断发展
智慧气象，提升气象服务水平，让种植户
们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提高经济收入
水平。”市气象局局长王维刚说。

三伏盛夏，40℃的高温，司张辉的联合收割机驾驶
室里却凉风习习，分外舒爽。驾驶室外，收割台螺旋
滚筒急速旋转，一株株麦穗被快速拨倒、收割、脱粒，
转眼间，麦收满仓。

司张辉从十几岁起就幻想有一种机器，能自动收
完粮食，如今联合收割机开了 20多年，他依旧奔跑在
逐梦旅途上。

今年 40岁的司张辉家住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
图壁县，儿时他跟着父母用镰刀在地里割麦，“足蒸暑
土气，背灼炎天光”的经历让司张辉刻骨铭心。见识
过机器高效收割的神奇后，成为一名收割机机手的念
头，始终萦绕在他脑海中。

1999年，司张辉 16岁，他如愿以偿坐进了联合收
割机驾驶室，这是他开的第一代联合收割机，“四个杆
支一个棚，刮风下雨都在里面，收工后鼻子、嘴里全是
黑灰。”夏日炎炎，满面征尘，开收割机似乎并不比用
镰刀收麦轻松。

不过，此后每年夏天，司张辉都忙得脚不沾地，每
天100多亩的收割效率，让司张辉在乡亲们中成了“明
星”。司张辉记得清楚，那时候小麦最高产也只有每
亩地200公斤出头。“家家户户都种小麦，大家都辛苦，
但收成就那么点。”

麦子年年成熟，车轮滚滚不停，新世纪刚刚开启，
年轻的司张辉已经走遍天山南北。凭着多年打拼攒
下的25万元积蓄，2005年司张辉开上了属于自己的联
合收割机。“收割台有3米多宽，效率提升了一倍，驾驶
室密封性也好，全是操纵杆，驾驶员劳动强度也大大
降低了。”司张辉笑着点头，似乎陷入了甜蜜回忆中。

购置新收割机的第二年，国家宣布全面取消农业
税。“乡亲们不仅种粮积极性大大提高，油葵、黄豆等
经济作物也大面积出现。”司张辉赶紧买了其他作物
的配套收割台以满足新的市场需求。

也是那年起，为延长作业期，司张辉尝试跨区作
业，从天山脚下到祁连山下，从盛夏到初冬，等司张辉
收完南疆最后一茬玉米，家乡已经下了好几场雪。

时至今日，老“麦客”与时俱进，更加智能、便于操
纵的新一代联合收割机满足了他的更多想象。见到
司张辉时，他正坐在干净整洁的驾驶室内操作，里面
既无尘土飞扬，也无隆隆噪音，司张辉一手搭着方向
盘，一手握着操纵手柄。

“跟遥控器一样，可以通过按键，随时调节各个部
件的运转。”司张辉说，随着科技进步，收割机作业效
率变得更高，收割机机手的工作环境也愈发舒适便
捷。“仓里漏粮了会报警，以前要费力扳的操纵杆也取
消了，人性化、智能化的特点越来越突出。”

收割机升级换代，麦田也在悄然变化。得益于良
种推广应用，种植技术不断改善，土地的收成翻番。
司张辉告诉记者，二十多年来，小麦亩产从最高200公
斤涨到了 800公斤左右，“粮食种子好了，大家的观念
也变了，懂得科学种植，舍得成本投入。”

如今，高标准农田建设正成为我国实现农业现代
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较早投身农业机械化经营的
一批人，司张辉对此充满期待。“等全是大条田的时
候，收割机装上北斗导航，设置好作业路径，就可以无
人驾驶收割了，技术上完全没问题。”司张辉说自己期
待着梦想照进现实。

本报讯（通讯员 王刚 吴舒捷 记者 孙艳艳）
“主播手上的这箱苹果有喜欢的直接去拍，小黄车1号
链接第3个选项……”近日，在陕西顶端果业科技有限
公司的生产车间，一个个经过冷气库贮藏的新鲜苹果
被认真筛选后进行分级包装，一旁的销售主播正在面
对手机进行线上直播，向直播间的观众推广销售洛川
苹果。

陕西顶端果业是洛川县本土苹果营销企业，也是
陕西省苹果电商龙头企业，主要立足于在线上各大平
台推广销售洛川苹果。目前，顶端果业在全网开设了
40多家店铺，通过专业的直播团队进行运营，每年的
销售额都突破上亿元。

“去年果季，我们收储了750万公斤左右的苹果，比
起前几年来，每年的收储量都在不断递增。今年的销
售整体比较平稳，目前，我们的苹果还剩100万公斤左
右，因为我们做的是全年供应，这100万公斤苹果可以
销售到10月份。”陕西顶端果业董事长赵恒亮介绍说。

同样位于洛川县苹果产业园区的青怡果业也是一
派繁忙景象。生产线上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分拣、
包装，另一边维修人员已经开始对清理后的冷库进行
消毒和设备检修工作。青怡果业2022年果季库存量为
1250万公斤左右，截至目前，已经销售了1200万公斤。

“这个月，我们加工已经接近尾声。现在我们的
冷库存量所剩不多，所有清完的库，已经找维修师傅
对设备进行检修和消毒，为下个果季的收购和储存做
好准备。下个果季，我们的收购量目前预计为1500万
公斤左右。”青怡果业加工厂厂长李永星说。

据了解，2022年果季，洛川县苹果总产量 105.86
万吨，鲜果销售 66.17万吨，冷气库贮藏总量 41.6万
吨，整体销售进度平稳，价格同比上年高出 1元/公斤
左右。目前，库存苹果已销售 97%，剩余库存约 1.23
万吨。剩余苹果主要属于客商和企业存货，这部分苹
果均为商超、专卖店、批发门店、电商等固定渠道周年
销售备货，客商和企业将按计划出库。

“本果季洛川苹果销售已经接近尾声，下一步，我们
将指导企业做好库体清理、库内消毒以及检修工作，另外
还将组织企业外出进行推介活动，把洛川苹果品牌进一
步做亮、做响，为下一个果季苹果的贮藏和销售打好基
础。”洛川县苹果营销中心副主任侯彦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