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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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延安自然搭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智能分选车间，工人正在分选线上忙碌着

看小康走进乡村

眼下正值玉米秸秆青贮的黄金时期，子长市涧峪
岔镇抢抓农时，把秸秆青贮工作作为草食畜牧产业发
展、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积
极引导养殖专业合作社、种养殖农户抢抓农时，全面
开展玉米秸秆青贮工作，为牲畜越冬度春奠定基础。

“今年种了200多亩玉米，从今天开始全株青贮，1
亩大约能打30多个青贮包，为自家牛羊越冬度春储备
好食料，减少饲料成本，从而增加收入。”涧峪岔镇壕
子墕村村民苏具具一边青贮饲草一边说道。

据了解，青贮玉米除根部外，全部茎、叶、果实都
作为原材料，经粉碎加工，用发酵的方法来制作青贮
饲料，密封保存，以备冬季饲喂牛、羊等以草食为主的
牲畜。

今年以来，涧峪岔镇继续贯彻落实“阳山果、坝地
桑，户种养、商兴镇”的产业发展思路，从种前、种植、
种后、收割等全方位给予种粮服务，从根本上解决了

“劳力少、种不好地”的问题，全镇 5000亩玉米喜获丰
收。

该镇党委副书记王军表示，下一步涧峪岔镇将不
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扩大玉米种植规模，广泛发
动养殖场、合作社、种植大户的引领示范作用，辐射带
动农户青贮优质饲草，全面提升秸秆饲料转化利用水
平。

青贮玉米收割忙 牲畜越冬“口粮”足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张龙

金秋十月，硕果飘香。正值洛川苹
果成熟之际，洛川大塬空气里都弥漫着
浓浓的果香，到处都呈现着一派丰收繁
忙的景象。

10月16日，记者走进洛川县苹果现代
产业园区。在延安自然搭档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智能分选车间，机械轰鸣，人头攒动，
几十名工人有条不紊地在分选线上忙碌
着。一个个色泽红润、大小匀称的苹果正
通过圆形硅胶托盘运上智能选果线，进行

“CT体检”，按照重量、果形、甜度等被分成
了数个等级，工人麻利地把分级后的苹果
摆放至果箱内，进行统一整理包装，每颗苹
果都贴有标签，信息都可以被追溯。

“我们引进的这条选果线在国内是
最先进的，一秒钟可以给苹果拍 72张照
片，按照苹果的色泽、含糖量、霉心病、大
小等智能分拣出来，每小时能处理6万斤
苹果，准确率可达 98%。”该公司总经理
方浩介绍说。

车间负责人农二告诉记者，以往传
统的人工分选方式成本大、效率低，现在
的这条智能选果线，不仅仅分选效率提
升了，而且公平公正，能精准地优质优
价、分级分价，好果子就能卖个好价钱。

与此同时，在陕西果业集团洛川分公
司，记者看见码好的一箱箱苹果正自动运
行在入库轨道上，旁边的工作人员正一边

操作着控制面板，一边盯着入库后的监控。
“这些苹果正在进入的是自动化冰

温立体气调库，它拥有多项专利成果，具
有贮藏体量大、锁温保鲜效果强、全程自
动化高效出入库作业等优点，并实现了
无任何污水、废气排放的环保无害化运
行，可节约结构冷耗13.9%。”陕西果业集
团洛川分公司工作人员申小梅告诉记
者，这个气调库采用了多项专项技术，是

西北地区最先进、最智能的保鲜水果气
调库，也是中国乃至全亚洲最先进的库
体，可实现一年四季无间隙供货。

近年来，洛川县认真贯彻落实中省
市关于果业发展的各项决策部署，在抓
好苹果管理的同时，加大产业扶持力度，
通过科技赋能和“龙头”带动，大力提升
苹果科技含量和果品质量，推进以苹果
分选、包装、储运、加工、营销等为主的后

整理工作，先后建成冷气库68万吨，储藏
能力达到67%。引进配套智能选果线36
条，选果能力达到 240吨/小时，可满足
60%的果品分选，冷（气）贮藏和智能化分
选能力位居全国苹果生产基地县之首，
让洛川苹果实现了提质增效走俏全国。

洛川县苹果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王
天峰告诉记者，冷库在洛川的大规模建
设，既让消费者 365天都有新鲜水果吃，
也让当地果农逐渐有了定价权，为苹果
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目前，洛川县苹果总面积稳定在 53
万亩，其中以嘎啦为主的早中熟苹果8万
亩约22.08万吨，晚熟富士45万亩约90.7
万吨，预计今年苹果产业总产值可达到
14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果农人均可支
配收入 16991元以上。预计到 2025年，
苹果产业综合产值达到200亿元、农民人
均苹果收入突破2万元。

“作为全国苹果产业强县，洛川始终
把发展数字经济、智慧农业作为产业转
型的重要内容。”洛川县副县长张军旗表
示，下一步，洛川将继续加大苹果后整
理，充分发挥智能选果线、冷藏库作用，
全面推广苹果智能分选、分级包装，真正
实现优果优价、以质论价，让苹果由“种
得好”向“叫得响”“卖得好”转变，助推苹
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科技赋能，让苹果“叫得响”“卖得好”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李进

本报讯（通讯员 田伟 王超 记者
姜顺）近年来，黄陵县阿党镇按照“优产
增收、多业富民”思路，鼓励和帮助农民
发展梅花鹿和大棚葡萄产业，走出一条
依靠特色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10月 16日，记者来到阿党镇北村的
惠和梅花鹿养殖场，鹿舍干净整洁，梅花
鹿形体健硕，技术管理人员杨延锋正在
为梅花鹿拌草、喂水和打扫圈舍。

“这个养殖场是去年建成投用的，占
地约 3亩，现有梅花鹿 200多头。养鹿用
工少，干净卫生，销路也很好，现在本地

已经销售完了，鹿肉、鹿血都供不应求。
今年带动了5户农户，目前已经把鹿买回
来了，每户每年预计增收 15万元左右。”
杨延锋说。

近年来，阿党镇把梅花鹿产业作为
带动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合作社带
动、政策扶持，积极引导返乡人员创
业。北村惠和梅花鹿养殖场拥有优质
的环境和养殖条件，采用先进的生态养
殖技术，保证梅花鹿的品质和健康。养
殖场工作人员坚持科学养殖，提供有疫
苗齐全的种苗，并保证养殖过程中的健

康和安全。
在阿党镇北村的“阳光玫瑰”葡萄园

里，一颗颗葡萄树长势正旺，成熟的葡萄
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

黄陵县亿丰文化旅游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凤娇说：“今年的葡萄
亩产在 1000公斤左右，主要通过客户采
摘和礼盒邮寄方式进行销售。中秋节前
礼盒定制已经销售了一大部分，现在还
剩一小部分，会留到春节前期的销售高
峰期进行集中销售，葡萄园在实现自身
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村民的发

展。”
据了解，今年以来，阿党镇按照县

委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立足
阿党“果畜循环、特色阿党”总体定位，
大力发展特色种养殖产业。截至目前，
全镇梅花鹿养殖大约 2000头，特色种植
面积达 200亩，新发展庭院经济 200余
户，带动脱贫群众发展种养殖 89户。

“阿党镇将进一步推动特色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做好区域联盟、技术指导、
政策补贴、品牌打造等相关工作。”阿党
镇副镇长沈栋阳说。

增收有“葡”致富有“鹿”
黄陵县阿党镇依靠特色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进行时乡村振兴

眼下正值玉米收获的季节，为确保
颗粒归仓，在子长市杨家园则镇千亩高
密度玉米种植基地，种植户抢抓晴好天
气收割玉米，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丰收
景象。

10月 8日，伴随着阵阵机器的轰鸣
声，记者在收割现场看到，大型玉米收
割机将一排排玉米连秆带穗揽入“怀”
中，收割、剥皮、秸秆粉碎整个过程一气
呵成。农用运输车紧随其后，及时将玉
米和秸秆碎运送到晾晒场地和打包场
地。

中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祁
海 军 告 诉 记 者 ：“ 今 年 ，我 们 采 用

‘5335’密植技术，一共种植玉米 1000
亩左右，从 10月 2日开始收割，收割后
的玉米都上了笼，粉碎的秸秆都打成
了包，种一份地就有两份收入。到今
天为止，我们收割玉米 300 多亩，预计
月底收割完。”

杨家园则镇引进龙头企业子长市中
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鼓励村民土地连
片集中流转，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不
仅破解了“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难题，

还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就业岗位，增加了
收入。

今年58岁的杨家园则镇杨一村村民
王林说：“我年龄大了，出去打工人家也
不要，家里还有 80多岁的婆婆卧床需要
人照顾。在基地打工，一天给我们管三
顿饭，还给我们挣 120元的工资，老板对
我们也非常照顾，这个工作我非常满
意。”

近年来，杨家园则镇紧扣农业高质
量发展主题，积极调整种植结构，在粮食
稳产高产、农产品供给保障、农业产业绿

色发展，通过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
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农村增绿。据了解，全镇10个行
政村共有耕地 1.12万亩，种植玉米面积
达9700余亩。

杨家园则镇经济综合服务站站长张
小丽表示，现在到了秋收的黄金时间，为
了顺利完成这项工作，镇政府成立了领
导小组，让班子成员和驻村干部深入田
间地头，指导种植户进行粮食秋收，实地
解决他们在秋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确
保粮食颗粒归仓。

玉米喜丰收 农户甜心头
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陈延鹏

本报讯（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雷王隆）“今年
路修好了，我们苹果也卖得快了。”10月22日，洛川县
菩提镇李家村村民李建平高兴地说。

李建平告诉记者，通往果园的生产路因为雨水冲
刷，路面坑洼不平，每年秋季苹果销售都会受到严重
影响。今年镇政府提前了解情况，安排铲车对路面进
行了补填和平整，不仅电动三轮车进出果园方便了，
苹果销售难的问题也解决了。

今年以来，菩提镇党委结合全县开展的乡村社
会治理“133 制”，围绕卖苹果期间的劳务纠纷、道
路纠纷、苹果售定等进行“田间地头重实践，群众
增收是关键”活动，全体党员干部分组划片下沉到
果园地头，化解矛盾纠纷、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等实
际问题。

截至目前，在苹果营销期间，全镇党员干部共
计参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4件，全镇修复平
整生产道路 16条，重点对李家村、新城堡等损毁严
重路段进行砂石回填 10 余吨。开展化解调处工
作，共计化解矛盾纠纷 5件，保障了全镇苹果营销
的顺利进行。

“目前，我镇90%的苹果已售定，六成以上的苹果
都已完成装箱入库。相比往年，今年我镇苹果平均售
价更高、销售更快。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全镇工作实
际，做好苹果销售工作，确保群众的好苹果卖上好价
钱。”菩提镇党委书记赵烨说。

干部下沉解急难
苹果卖上好价钱

本报讯 （记者 王静 王冬 通讯员 郭权 刘旭
贺功） 10月 19日，宝塔区甘谷驿镇热闹非凡，由宝塔
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科技局、甘谷驿镇政府共
同主办的甘谷驿镇第七届红薯节在当天开幕。

活动当天，红薯宴、红薯大赛、刨红薯以及“薯你
美”摄影大赛分板块进行。红薯宴上，以红薯为原材
料制作的拔丝红薯、金丝红薯球、黄金薯条、奶香薯
盒、红薯八宝饭、红薯糕等一道道美味佳肴摆上餐桌，
供宾客们品尝。红薯大赛上，部分红薯种植户和企业
以鲜薯、烤红薯、蒸红薯参赛，现场宾客争相品尝刚刚
出炉、出锅的红薯，一致夸赞甘谷驿的红薯软糯香
甜。在西镇红薯地，由绥德商会、“甘红”团队、医护人
员代表队等10支参赛队伍上演了一场刨红薯比赛，每
支队伍在规定的 20分钟时间内将红薯刨出并运送到
指定位置，队员们互相配合、紧密衔接，最终宝塔采油
厂代表队以330.5公斤的总重量获得第一名。

甘谷驿种植红薯历史悠久，是该镇乡村振兴支
柱产业。近年来，该镇不断挖掘土地资源、生态资
源、人文资源优势，按照“党支部+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不断加大对红薯产业的
扶持力度，坚持走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路
子。科技是红薯产业得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该镇不断深化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职业技术
学院、延安市农科院等科研院校的合作，组建了陕西
省第一家红薯专家大院。建立了“产学研”合作科技
示范基地，唐坪村被评为市级科技示范村，正在积极
申报省级科技示范村和科技示范镇。甘谷驿红薯先
后完成注册商标、有机农产品认证、良好农业示范认
证，获得宝塔区第一家国家地理标识认证，正在积极
申报富硒红薯认证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
截至目前，全镇已建成高标准红薯种植园区 6个，种
植面积突破 1万亩，产值近亿元，直接参与红薯种植
1500余户3500余人。

该镇党委书记田昕介绍说：“甘谷驿镇积极引进
红薯加工设备，探索开发红薯面粉、红薯粉条、红薯薯
片、红薯月饼、红薯宴等，不断延长红薯产业链条，增
加产业附加值，让红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接续成为甘
谷驿镇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红薯做美食 田间赛技能
甘谷驿镇红薯迎来丰收季

10月 16日，在吴起县吴起街道金佛
坪村马湾组，连片的香瓜温室大棚整齐
排列，大棚里的瓜苗个个“吃饱喝足”，长
势喜人。“大棚香瓜生长周期短、效益高，
一年可种两茬，每棚年收入约六七万
元。”金佛坪村村民马增科说。

近年来，提起“马湾香瓜”，吴起多数
人都知道，因其口感清爽、味道甜美、营养
丰富，一上市就有不少消费者前来购买。

但是，常年使用化肥，加之连续种植
同一种作物等导致土壤板结严重，土壤
盐碱化、肥力不足、微量元素失衡等问题
让金佛坪村委会委员雷振川很担忧，他
说：“这些原因导致香瓜的品质变差，目
前村民的收入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

土壤改良，迫在眉睫。采访中，雷振
川打开了话匣子，讲述温室大棚土壤改
良的过程。

为有效提升香瓜品质，今年 5月份，
在吴起街道办、吴起万通工贸公司政策
和资金的支持下，金佛坪村马湾组 11名
村民赴河南小刘固农场学习土壤改良方
法，邀请日本土壤改良教授川崎广人为
农户讲解土壤改良方法及有益菌的运
用，并在香瓜大棚实地教学。6月初，在
吴起街道办的指导下，由雷振川牵头成
立马湾温室大棚改造小组，带领8名有经
验的种植户前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习
有机种植技术。

“这茬香瓜产量和之前差不多，但口
感变化最大，又回到了10年前的味道，很
受人们喜欢。”通过学习，马增科在自家
两座温室大棚通过采用中熟堆肥和有益
菌相结合的方式，对土壤进行实验改良，
种出的香瓜比之前每棚多收入了 1万多
元。

据马增科介绍，中熟堆肥的原材料
是羊粪，按比例加入贝壳粉、秸秆等有机
物质，通过搅拌制堆、发酵，在杀灭病菌、
虫卵、草籽及其他霉菌的同时，充分保留
堆肥最大微生物菌种、微量元素以及微
生物和腐殖质，对土壤盐碱化能起到很
好的改良作用。而有益菌的制作主要以
酵母菌、纳豆菌、乳酸菌+放线菌+EM菌
为主，在中熟堆肥中、土壤中、农作物叶
面喷洒，从而达到提高中熟堆肥肥力、疏
松土壤和以菌治菌的目的。

走进该村魏金师的温室大棚中，一
垄垄西甜瓜长势喜人，魏金师正穿梭其
间，检查大棚温度、修剪整理藤蔓。雷振
川说，在马增科的带动下，村里的农户纷
纷开始采用中熟堆肥和有益菌相结合的
方式对温室土壤进行改良。

“改良后种的首茬香瓜已全部卖完，

近期正在育苗，完善大棚设施，下一茬预
计在春节前上市。”马增科告诉记者，“以
中熟堆肥作为底肥，追施各种自制液肥，
这种种植技术最大的好处是香瓜不仅品
质高、口感好，而且种植成本还比之前减
少了一半。”

近年来，吴起街道金佛坪村依托良好
的区位优势和光照条件，把香瓜产业作为
富民增收、推进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来
抓。今年，吴起街道补贴30万元，爱心企
业吴起万通工贸公司捐助30万元，村民自
筹10.5万元，为金佛坪村温室大棚基础设
施改善和土壤改良提供有力保障。

“目前，我村有标准温室大棚 67座，
70%的村民都从事香瓜种植产业。”雷振
川坚信，香瓜产业已经形成了规模，打出
了名声，加之土壤改良新技术的全面应
用，“马湾香瓜”这张名片会越来越响亮。

温室大棚土壤改良“马湾香瓜”香飘远方
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徐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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