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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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棵蔬菜种出乡村新图景
新华社记者 熊翔鹤 李劲峰

神州故事汇乡村振兴

李迎军的农机梦
通讯员 沙江 记者 方大燕

他力量乡村振兴

“这个地方是一个拉紧环，这个卡在
树上以后，就算风再大也能固定……”近
日，在志丹县顺宁镇石家山村果农周玉
旺的苹果园里，志丹县厚德农事服务中
心农机专家李迎军正忙着指导周玉旺如
何使用果树拉枝器。

投身农业科技事业20多年的农机专
家，李迎军只有中技学历，却被称为“大
发明家”。1998年，李迎军凭借着一片赤
子之心，组建成立了志丹县厚德工贸公
司，开始了自己的农机销售和技术发明
之路。他总是细心观察着农民的所想所
需，由他发明的果园开沟施肥填埋一体
机，12分钟就能完成一亩果园开沟施肥
填埋作业，极大地减轻了果农的负担。

“当时的农机，农民用时特别累且不
安全，事故频发。为了改善这种现状，我
就想着把农机改一改，改着改着就沉迷
其中。”李迎军笑着说，“我对农机情有独
钟，因为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

2012年，志丹县全面推广普及苹果
栽培技术，李迎军专门跟着陕西省山地
苹果试验站站长刘根全老师学习苹果树
栽培相关知识。经过几年刻苦地学习，
他全面系统地掌握了果树栽培技术。为

了让更多果农享受到科技兴农的红利，
李迎军便每天开着货车，拉着各种机械、
工具、农资到各村举办培训会。每到果
树栽培的关键时节，他的电话号码便成
了农技咨询热线。

“原来，我们拉枝都用绳子捆绑，现
在有了这个拉枝器，就是省人工，这一棵
树几分钟就搞定了。”周玉旺笑着说，“每
年农机方面有啥不懂的，我都会给迎军
打电话，他都会耐心地讲解并指导我操
作。”

醉心农技，造福群众。李迎军不断
提高自己的农技知识，向专家教授学、向
田间地头学，向网上学。他始终不忘“服
务跟着农民走”的初心，致力于农技推
广、农技创新、服务群众，不间断地对农
机进行技术研发、改进和推广，研发了苹
果冷库打窑机、谷子播种机、植物生长控
制器等农机产品共 30余件，先后获得 20
余项国家专利。2016年，他入选延安市

“圣地英才计划”。2021年3月份，被农业
农村部评为“全国一线农机土专家”。

“人不能忘本。我的成绩离不开党
组织的培养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注，
我要把我所学到农机技术和知识应用到

田间地头，回馈给社会、回馈给咱老百
姓，用我的行动助力咱们志丹乡村振兴
事业健康发展。”李迎军说，他还要发明
更多农机具，多为农民造福。

20多年来，李迎军始终扎根农业生

产第一线，一心扑在农技推广事业上，攻
克了一个又一个的农技难关，用一腔热
忱投身农机研发，用农业新技术促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书写了一
位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精彩人生。

● 李迎军（左）指导村民使用喷药器

进行时乡村振兴

小康梦圆

黄龙县圪台乡和瓦子街镇凭借海拔高、
昼夜温差大，作物生长周期长的优势，产出
的高山冷凉蔬菜甜度高、色泽好、清脆爽口，
受到周边市场欢迎，让“冷资源”成了“热产
业”和群众新的致富产业。

机械种植，按下发展“加速键”

眼下，正值高山冷凉蔬菜种植的第
二茬时节，在圪台乡马场村蔬菜田，正开
着大田蔬菜移栽机的王东祥笑得合不拢
嘴：“起垄、铺渗带，施肥，覆膜，插秧一体
化，这要放到以前，想都不敢想。”

王东祥作为圪台乡高山冷凉蔬菜种
植大户，每年到了春夏耕种时，都需要雇
10个人过来帮忙，至少5天才能种完。但
今年，他只需要自家的 5个人，最多 2天
就能完成种植。

这喜人的变化，是传统“汗水农业”
到机械化现代农业的转变，也是黄龙县
高山冷凉蔬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圪台乡马场村党支部书记荆发明介
绍说，今年马场村通过合作社引进了3台

蔬菜移栽机，村民通过向合作社租借就
能使用，只需自理油费。此外，村里还组
织村民参与农机使用培训，让大家尽快
享受到机械化种植的红利。

据了解，全县目前已经新建了瓦子
街佛庄寺标准化育苗基地和瓦子街袁
垛、圪台柳沟、石堡镇吉家湾等设施蔬
菜基地，推行标准化育苗，机械化移
栽，进一步完善蔬菜产业基础设施。
截至 2022 年底，黄龙县高山冷凉蔬菜
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 1.18 万亩，产量
2.55 万吨，产值达 0.79 亿元，种植品种
以西红柿、辣椒、豆角、白菜、甘兰为
主。

“今年以来，全县共引进 5台大田移
栽机，采购 3台自动化穴盘育苗机，以此
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
提升群众蔬菜种植效益。”县农业技术推
广站站长刘宇峰介绍说。

荆发明带记者来到育苗基地，在日
光温室塑料大棚里，看着眼前的机械化
育苗设施，他高兴地介绍说：“传统人工

育苗，需要醒苗、练苗，不仅耗费人力，成
活率也低。现在村集体育苗，一亩地就
能为群众省七八百块。”育苗基地通过村
集体+企业+农户的运营模式，给群众提
供蔬菜社会化托管服务。

圪台乡政府主任杜芳春说，目前，圪
台乡已经实现了移栽机械化和育苗工厂
化，建成了年育苗量达 2000万株的人工
智能全自动育苗基地，极大提高了群众
种菜的积极性。

特色农业，走出致富“新路子”

走进蔡家川村的蔬菜种植基地，今
年第二茬的菜地已经一片绿意，其中有
些是刚栽种不久的小嫩苗。蔡家川行政
村党支部书记刘董孝介绍说，当地提倡
错峰种植，相比于同一时间种植和销售
蔬菜，错茬种植、错峰上市，在价格方面
相对更有优势。

最近到了蔬菜成熟时节，蔡家川村
的蔬菜种植大户郭建宏也迎来了一年中
最忙碌的时候。“我种了将近400亩蔬菜，

这两天客商都来地里收菜，已经卖掉 60
多亩了，四五天后还要种第二茬菜。”郭
建宏笑着说，“这段时间，人手不够，还雇
了十几个乡亲过来帮忙，每天给150元工
资。”

郭建宏从2018年开始种植高山冷凉
蔬菜，他说，种植高山冷凉蔬菜在提升自
家生活水平的同时，也让他从镇上提供
的技能培训中学习到了很多新知识。

近年来，瓦子街镇以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为契机，全面启动产业改革创新，建
立了以高山冷凉蔬菜、中药材、食用菌、
水产养殖、金丝皇菊5个产业示范基地为
引领，乡村旅游、高山蔬菜、花卉中药材3
大产业为支撑，产业开发、农商互联、旅
游服务3个中心为保障的“533”长效致富
产业发展机制。

据了解，瓦子街镇目前已经建成了
延安市第一，陕西省第二的万亩高山冷
凉菜基地，建成 2个市级“蔬菜一村一品
专业示范村”，被评为延安市“一乡一业
示范乡镇”。

“冷资源”成了“热产业”
通讯员 高亚蓉 记者 杜音樵

盛夏时节，走进宝塔区川口镇刘渠
村，果农王斌荣正忙着给新栽的苹果苗

拉枝，看到长势喜人的高标准苹果树，他
激动不已。“我们打造这片果园有政策补

贴，推地区果业局给补贴，栽的果树苗子
我们自己一株出5元，水溶肥每亩自己出
三分之一的钱，大约 180元左右，农家肥
是我们自己施，隔架系统每亩给我们补
1000元。现在，我们农民种果树的积极
性特别高，苹果的发展前景也好，基本家
家户户都有苹果园子。我们家今年栽的
是矮化树，明年就能挂果，后年就能有
产，要种出高质量的苹果，一定要高标准
建园，高标准现代化管理。”王斌荣详细
地说，话语间信心满满。

这几日，在果园里忙着施肥的还有
果农张志生。今年58岁的张志生种植苹
果已经有 30多年了，他家以前的果树老
化产量上不去，今年把自家的 10亩老果
园全部改造，种上了矮化新品种。这几
年，有了政府扶持苹果发展的好政策，张
志生对往后的生活充满希望。

“镇政府经常组织我们果农外出考
察学习，更新拓展果农管理理念，新栽的
苗木 2年挂果、3年有产、5年将丰产。特
别是在改造和新栽过程中，果业技术人
员坚持做到全程参与、全程指导，我们实
现了坑施肥水一体化、果树防雹减灾、滴
灌系统、搁架系统等配套设施，果园高标
准现代化，农民现在种苹果也更有信心

了。”张志生说。
川口镇老果园改造是宝塔区坚持苹

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宝塔区
立足当地实际，持续引进现代苹果产业
发展新理念和技术革新，坚持一手抓规
模，一手抓质量，以标准化果园建设为依
托，以老果园改造为抓手，全力推动全区
苹果产业转型升级。

今年以来，川口镇坚持把老旧果园
提升改造项目作为果品产业迭代升级工
程的“头号任务”来抓，以伐旧建新、果园
改造为主要抓手，全面推动苹果产业转
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让小苹果映红乡村
振兴路。

川口镇是宝塔区苹果的主产区之
一，种植历史悠久，全镇苹果种植面积3.2
万亩。自老果园改造升级工作开展以
来，全镇共建成高标准苹果示范园 301
亩。该镇人大主席杨光介绍说，川口镇
将坚持“乡村振兴统揽农业农村工作”核
心主线，围绕“果旅结合”思路，认真谋划
好苹果产业对外宣传、电商销售、品牌打
造等各项工作，全力打造高标准苹果采
摘观光示范园，积极宣传“延安苹果”品
牌，讲好“延安苹果”故事，推动全镇苹果
产业高质量发展，果农增收致富。

“改”出幸福新生活
通讯员 杨晓霞 郁小鹏 记者 王静

● 果农正在为果树拉枝

看小康走进乡村

“这个大棚里的毛白菜刚刚发芽，再过20几天，就
能上市送到市民餐桌上。”在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道
长江村，武汉紫金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彭传红一边
向记者介绍，一边用手机操控打开大棚浇水系统，数
秒钟后，细密的水雾喷洒在了嫩芽上。

从过去的人工劳作，到如今的智能化控制，一棵
菜，在长江村里种出了新变化。

长江村位于长江之滨，距离赤矶渡口仅 500米。
这里地处要塞，土壤肥沃，村民们过去长期靠打鱼、种
棉花、种水稻为生。

“因为打鱼种田都赚不到什么钱，上个世纪末很
多人选择外出打工或进工厂工作，留下大片的土地荒
芜、无人耕作。”长江村村支书陈定发说，2003年村集
体流转了400亩土地，以种植露天蔬菜为主。然而，由
于技术设备有限，产量不稳定，市场竞争力弱，年年亏
损。

转机发生在 2013年。“我们修建了 50亩蔬菜大
棚，之前露天一年只能种两季，而大棚里一年能种六
七茬蔬菜，产量高了，还能反季节出售。”提起当年的
探索，陈定发难掩兴奋地说，“一亩地投资 7000元，当
年就赚了两万元，起到了很大的示范带动作用，村民
们纷纷加入，现在村里大棚蔬菜核心种植面积达2400
亩。”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快生菜种植渐成
规模，长江村很快成了武汉市的重要“菜篮子”之一。

“但想要更进一步发展，却感到吃力。”陈定发解释说，
村里一直采用传统简易的蔬菜大棚种植方式，且缺乏
专业的分拣中心、物流交易中心等产业配套设施。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武汉市近年来开
展“国企联村”行动，武汉城市发展集团与江夏区金口
街道包括长江村在内的 6个村庄结对，投资新建了湖
北金口农贸蔬菜物流交易中心。

“交易中心配套建起最多能储存 300吨蔬菜的冷
库，保障每天有接近80吨蔬菜从这里输出。”交易中心
相关负责人王青龙说。

时值正午，屋外烈日当空，屋内一片凉爽。在恒
温 26摄氏度的分拣厂房中，工人们正修剪、挑选、打
包，一盒盒包装精致的青椒、土豆等被送进物流箱，等
待发货。

“国企进入后，为我们开拓了新的销售渠道。蔬
菜不仅销往武汉白沙洲等农贸市场，精品菜还能发往
盒马、中百仓储等超市，提高产品附加值。”陈定发说，
他们还聘请了专业团队开通电商账号进行品牌化运
营，客户可以通过线上预订蔬菜。

种植、采摘、分拣、运输……蔬菜产业的各个环节
被打通，形成“市场+基地+农户”经营模式，吸纳了不
少村民就业。“在分拣中心工作，不用风吹日晒，每天
能赚两三百元补贴家用。”61岁村民樊有志说。

村民王作东流转了20多亩土地建起蔬菜大棚，从
竹木棚换成钢架棚后，抗风能力大大提高，收入也明
显增加。春节结束后已有了约10万元的毛收益，农闲
时他还会去交易中心当搬运工，每年能赚一两万元。

从一棵蔬菜出发，“国企联村”还拿出专项资金30
万元用于美丽村湾建设、安全护栏修缮等，完善基础
配套设施，推动产业升级，一幅以蔬菜旅游为主题的
乡村新图景正在绘就。从 2013年到 2022年，长江村
村民人均年收入从6800元上升至3.2万元。

在未来的规划中，游客们可以在长江村采摘、观
荷、捉虾、挖藕，特色民宿可供住宿，长江沿线绿道可
供游玩，全年无休的农事体验活动将成为长江村新的
经济增长点。

炎炎夏日，走进宝塔区南泥湾镇三庄台村，荷塘
里的朵朵荷花竞相绽放，阵阵淡雅的芬芳扑鼻而来。
荷塘里，鱼儿欢快嬉戏，引得众多游客前来拍照观赏。

“这片荷花池非常美，既有花还有鱼，看完后让人
心旷神怡。”听说南泥湾的荷花开了，市民卿婷婷和朋
友相约前来游玩，几人在池边打卡拍照，欢声笑语不
绝于耳。

今年以来，南泥湾镇三台庄村因地制宜，在发展
休闲旅游的同时，也探索打造荷塘养殖产业，打造“农
业+旅游”生态循环农业，走出一条乡村振兴新路径。

南泥湾镇致富能人李建军于今年5月成立了宝塔
区崇安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三台庄村承包 150
亩土地，建起 30多个荷塘。他在荷花池里发展草鱼、
鲤鱼、小龙虾、螃蟹等特色水产养殖，同时吸纳村民前
来务工增收。

李建军介绍说：“合作社现在有长期工人有 5名，
还有不少短期工，务工人员超过300人。”

三台庄村村民贺小东高兴地说：“我在这里干了3
个多月了，每天的工作主要是喂鱼、除草，每个月有
3800元的收入。现在生活真是好，在‘家门口’就把钱
挣了。”

在产业打造前期，合作社还专门聘请黄龙县水产
专家进行指导。截至目前，荷塘发展鲤鱼、草鱼2万公
斤，螃蟹、小龙虾 4000公斤。在吸引游客休闲垂钓的
同时，有效带动当地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李建军说，目前，荷塘里的鱼长势比较喜人，鱼种
都是纯天然的，非常受欢迎。接下来，他们计划再次
邀请黄龙县的专业技术员持续加强技术指导，把这项
产业做好，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进来，发展产业共同
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