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行时乡村振兴看小康走进乡村

● 种植户刘建军向记者介绍他家的西红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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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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延安·宸院业主：
您好！感谢您购买我司开发的延安·宸院小

区，为贯彻实施党中央“保交楼、稳民生”的政策方
针，地建房地产集团充分发挥国企担当，全力推进
项目交付工作。现拟定于 2023年 11月 1日-15日
期间办理延安·宸院DK4第一批次（84套）和DK3
第二批次（102套）共计 186套房屋交付。其中，11
月 1日-2日交付DK4-11#楼，11月 3日交付DK4-
13#楼，11月 4日交付DK4-9#楼，11月 5日-6日交
付DK4-12#楼，11月7日-10日交付DK4-14#楼，11
月11日-15日交付DK3-18#楼。

因买受人自身原因，DK4-11-2-202、DK4-14-
2-501将延期交付。

敬请您按照公告时间，亲临现场办理交房手
续。再次感谢您对我司的理解与支持，恭候光临！

办理地址：延安·宸院DK3、DK4归家大堂
咨询电话：400-997-1918

陕西延安融地置业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5日

延安·宸院DK4第一批次
和DK3第二批次交付公告

金秋时节，在延川县关庄镇十甲村，
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香味。走进蔬菜大
棚，一串串果形饱满的西红柿，犹如火红
的灯笼般密实地挂在藤蔓上，在绿叶的
映衬下更显艳丽，令人垂涎欲滴。

种植户刘建军正忙着在大棚里采摘
已经熟透的西红柿。他说：“我这西红
柿品相大小都很不错，已经摘了 3茬了，
目前卖了2万多元，还能再摘几茬。这些
西红柿无论是日常销售还是打包发给电
商，销路都很好。”

刘建军是村里的种植大户，他的4个
大棚春天种西甜瓜，秋天种西红柿，产量
十分可观。今年他共栽植了6000多株西
红柿不仅产量好，味道更是没得说。“我
这西红柿味道可美了，皮薄沙瓤，饱满多
汁，咬上一口，酸甜可口。”刘建军一边掰
开自家的西红柿一边向记者说道。

在关庄镇交易市场内，产量稳定、品
质较好的西红柿吸引了不少商家前来收
购。一筐筐刚采摘下来的西红柿光泽鲜

亮，散发出馥郁的果香。前来出售西红
柿的村民一边聊着今年的收成，一边等
着给西红柿过秤。

“一个月前我就开始收购西红柿了，
这里的西红柿质量好、口感好。我每天
能收 2万公斤左右，然后直接打包发货，
发往上海、福建、厦门等地。”从咸阳淳化
过来的菜商李佳说。过秤之后，工人立
刻开始分拣、套袋、装箱、拉运。

近年来，关庄镇积极调整和优化农业
产业结构，坚定不移走农业高质高效发展
之路，按照“川道大棚、沟道养殖、山地苹
果、特色补充”的发展模式，全镇共有大棚
2032座，年产值可达 1亿元以上，镇域人
均纯收入16783元。其中，十甲村作为大
棚产业大村，实现年产值3000万元以上。

“下一步，关庄镇将立足现有产业优
势，继续做大做强西红柿产业，进一步提
升品质，引导村民科学种植，带领村民走
出一条‘火红’的致富之路。”延川县关庄
镇镇长白世宏说。

正值红薯成熟季，在延长县罗子山
镇王满村村民王昌江的红薯地里，随着
挖薯机来回穿梭，一垄垄红薯从泥土中
翻滚而出，个个体态饱满，颜色鲜亮。
村民们忙着给新出土的红薯去泥、分
拣、装车，一派丰收景象。

“我种了 20亩红薯，一年能产 3万
公斤左右，能收入十来万元。”说起种红
薯的经济效益，王昌江很是满意。

红薯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挑
拣、装箱是全手工劳动，需要大量劳动
力，特别是到了红薯成熟季，最是繁忙、
辛苦。“捡红薯一天150元，刨红薯的200
元。”每年这个时候，王昌江都会雇用村
上农闲的农户采收红薯。

“很方便，就在自己家门口，一天下
来能挣150元，比外出打工强太多了。”正
在红薯地里忙着捡红薯的王社珍就是其
中一位，谈及这份工作，她甚是满意。

村党支部书记王雪强介绍，王满村
地处黄河沿岸土石山区，早晚温差大，土
壤主要以黄土和胶泥土为主，特别适合

红薯种植，目前该村共种植红薯300亩，
亩产 1500公斤左右，品质好的红薯 1公
斤能卖到2元左右。“红薯就是我们致富
路上的‘金疙瘩’。”王雪强高兴地说。

近年来，延长县罗子山镇坚持培育
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的发展新思
路，立足镇域实际，大力发展苹果、红
薯、辣椒、红葱等特色农业产业，不断提
升农业品牌化、规模化水平，增加产品
附加值，带动群众长期稳定增收。红薯
作为该镇的特色种植产业之一，全镇种
植面积约8000余亩，主要种植当地老品
种红薯，因其软糯香甜的口感赢得了广
大消费者的喜爱。

“我镇始终将发展壮大沿黄特色产
业作为全镇产业发展战略之一，不断提
高种植标准，扩大种植面积，创新营销
模式，使得罗子山农特产品知名度越来
越高，群众收入也不断增长。下一步，
我镇将持续抓好特色产业发展，为实现
产业振兴奠定扎实的基础。”罗子山镇
镇长刘志强说。

红薯丰收季“甜蜜”上心头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李浩楠

● 种植户正在收红薯

本报讯（记者 李星棋）走进黄陵
县店头镇结子沟村肉兔养殖场，一排排
整齐摆放的现代化兔舍映入眼帘，笼中
膘肥体壮、干净洁白的兔子活蹦乱跳，一
群新生的小兔子依偎在一起打瞌睡，憨
态可掬，惹人喜爱。

结子沟村党支部书记李明生穿梭在
兔笼间，一边检查兔子生长情况，一边做
好记录。

“过来看看，这是前两天刚下的兔

崽，最近这几天我们都成了‘兔保姆’，忙
着伺候兔子‘坐月子’。”李明生边帮母兔
喂奶边介绍道：“现在我们养的主要是伊
拉兔和伊普吕兔，它们最显著的特点就
是出肉率高，肉质很鲜嫩，很受消费者喜
爱。”

今年以来，结子沟村立足村情实际，
发挥资源优势，盘活闲置土地，积极探索

“支部引领+集体经营+村民入股”的发展
模式，投资 100万元建成 5个肉兔养殖大

棚，并采用恒温大棚集约化规模养殖，场
内无害化处理、消毒设施、兔粪自动化处
理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有效降低了人
工养殖成本，提高了肉兔成活率。

“每只兔子平均 45天就可以产下 8
至 10只幼崽，幼崽出生 70天以上就可以
出栏，目前全村已养殖种兔2000余只，预
计 12月份能有 5000多只出栏销售，每只
可以卖到 50元，养殖收入可达 25万元左
右。”李明生告诉记者，“肉兔繁殖能力

强，出栏率高，经济效益好，是一个短、
平、快的项目，等规模发展壮大后将吸引
更多村民加入，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挣
到钱。”

据了解，今后店头镇将积极引导各类
特色种养殖产业发展，持续深化政策引
导，发挥能人大户示范引领作用，吸引更
多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推动特色种养殖向
标准化、科学化、产业化发展，让特色种养
殖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加速器”。

小兔子乖乖“致富门”打开

本报讯（记者 王静 通讯员 李旭
实习生 延昕遥）“‘硒’是人体中不可缺
少的微量元素，富硒农产品是人体补硒
的重要途径。今年，我们村种植了富硒
谷子100亩，全面打造生态、绿色、有机杂
粮品牌。”在宝塔区姚店镇尹屯村小杂粮
示范基地，该村党支部书记曹金锐介绍
道。

近年来，尹屯村以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为目标，依托区位优势，突出新品种、
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强化龙头带动，
建立小杂粮生产基地，打造自有包装“五
羊川·说”品牌，实现了规模化布局、品牌
化销售、产业化经营，进一步推动小杂粮
产量和质量稳步提升，成为尹屯村名副
其实的支柱产业。

“我家种植谷子 30亩、高粱 10亩，通
过精细化管理，种出来的谷子和高粱秆
高穗大、籽粒饱满，谷子亩产约400公斤，
高粱亩产约 500公斤，按照当前的行情，
每公斤谷子能卖 7元，高粱能卖 4元，总
收入能达到 10万元，今年又是一个丰收
年。”提起自家小杂粮，村民沙生富开心

地说。
为了扩大小杂粮种植面积，解决

销售难题，在姚店镇党委、政府的帮助
下，尹屯村与延安峁圪垯公司合作，建
立小杂粮生产基地，签订小杂粮种植
销售协议，对小杂粮种植实行兜底收
购。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产业化合作模式，形成了政府引
导、企业参与、群众出力的增收致富发
展路子。同时，将本村万头养猪场内
产出的猪粪经过无害化处理，添加微
量元素成为绿色肥料，低价用于本村
及周边小杂粮种植基地，降低生产成
本。

“以前担心种了卖不出去，政府牵线
搭桥帮助我们与企业签订了销售协议，
让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种小杂粮了。”村
民李延白笑呵呵地说，小杂粮的销路有
了保证，解决了大家的后顾之忧。

姚店镇镇长白永强说：“尹屯村共有
小杂粮 600 余亩，年收入能达到 40 万
元。近年来，在尹屯村的引领作用下，辐
射带动胡家河等周边村种植小杂粮3000

亩，成为姚店镇的特色产业。下一步，将
持续壮大小杂粮种植规模，加快优质品

种引进、加工、开发步伐，让小杂粮‘挑大
梁’，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张伟 杨凯）金
秋十月，硕果丰收。连日来，延川县文安驿镇玉米陆
续成熟进入收获期，为保障玉米由“丰收在望”转化为

“丰收到手”，文安驿镇采用机械收割、人工捡漏等方
式，确保玉米颗粒归仓。

记者在收割现场看到，伴随着阵阵机器的轰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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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粒、秸秆粉碎，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农用运输
车紧随其后，及时将玉米运送到晾晒场地和打包场地。

刘金龙是来自西安的收割机操作员，经人介绍，
专程带着收割机从西安赶过来进行玉米收割。刘金
龙自豪地介绍着他的机器：“我这是一台多功能玉米
收割机，收割的玉米可以直接进行脱粒，一亩地只需
要十多分钟就能收完，每天能收50多亩呢。”

看着一排排玉米秆在刘师傅熟练的操作下被机
器“吞入肚中”，从上方喷出的已是玉米颗粒，文安驿
镇下驿村村民刘海涛高兴地说：“机械收割可先进了，
以前用人工收割，费时又费力，小小的一块地，得好几
个人起早贪黑地忙上几天，还把人累的，现在机械收
割，一早上时间就把我地里的玉米收完了，连脱粒的
工作都替我们做了，给我们省下不少时间采收其他农
产品。”

据了解，文安驿镇今年粮食播种面积2.86万亩，预
计亩产750公斤，其中玉米播种面积2.36万亩，预计亩产
800公斤，玉米增密度种植可达到1000公斤左右。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时期，我镇动用多功能收割
机、秸秆粉碎机、地膜回收机等机械，配合人工捡漏回
收，采用人机结合、流水化作业，实现粮食从田间到仓
库一站式收割，提高了秋收工作效率，降低了劳力投
入成本，为全镇粮食种植高质高效发展、群众增产增
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安驿镇副镇长高侯磊说道。

本报讯（记者 王静 袁波 通讯员 薛舂梅） 10
月24日上午，志丹县中心街广场人头涌动，果香四溢，
该县 2023年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产销对接暨赛园赛
果表彰会在这里举行。来自该县旦八、永宁、杏河、顺
宁等 15个乡镇、村集体的果农代表以及企业代表等
500余人齐聚现场，共话丰收带来的喜悦。

活动现场，每个乡镇展位前都摆满了香甜可口的
苹果供大家品尝，维纳斯黄金、秦冠、秦脆、弘前等不
同品种的新鲜苹果应有尽有。在永宁镇苹果展位，网
红“黄土兄弟”现场直播卖起了镇上的苹果，听到他们
吃苹果时发出“嘎嘣嘎嘣”的清脆声音，不少观看直播
的朋友都争相咨询苹果价钱和品种。

本次比赛共设置组织优秀奖、冠军果园、村集体果
园、优质果品四类18个奖项，奖金物品价值27.6万元。
通过专家评比打分，最终侯市便民服务中心井坪村任玉
玲果园获得冠军园一等奖，张渠便民服务中心前园子村
获得村集体果园一等奖，保安街道冯坡村果农刘元亮、顺
宁镇顺宁村果农解开莲获得优质果品奖一等奖。

任玉玲从2009年开始种植苹果，有着14年种植经
验的她荣获了冠军园后激动地说：“我的果园是‘果畜
结合’种植，全部施有机肥。我还是志丹县侯市便民服
务中心人民代表，我不但要把自己的苹果产业发展好，
还要把全村都带动起来发展好苹果产业，为志丹县苹
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任玉玲从最初的
10亩果园发展到现在的 35亩，离不开自身的辛劳付
出。“我的15亩老果园平均每亩苹果产量在3000公斤
左右，由于苹果果质好、果个大、口感好，早在半个月前
就被外地果商以每公斤8.2元的价钱订购完了，我估算
了一下，能收入30多万元。”任玉玲开心地说。

多年来，在志丹县历届县委、县政府的接续奋斗下，
苹果产业迈出了坚实而有力的步伐。特别是2022年完
成苹果产业生产总值10亿元，苹果首次走出国门销往俄
罗斯，“志丹苹果”入选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截至
目前，全县已建成苹果产业带16条，挂果面积达到19.8
万亩，苹果产业专业村27个，果园家庭农场1420个，苹
果专业合作社244个，苹果产业已成为该县真正的主导
产业。今年，该县苹果取得了历史性大丰收，初步计算苹
果产量达到22.5万吨，产值有望突破13.5亿元。

苹果丰收果农乐
现场评比争桂冠

小康梦圆

玉米金黄秋收忙
机械化收割“唱主角”

小杂粮有了新“硒”望

● 村民沙生富种的谷子熟了

“柿”业兴 日子红
通讯员 刘娟 袁妞 记者 李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