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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的致富“薯”光
——富县吉子现便民服务中心杨家河村产业发展小记

记者 樊小帅 通讯员 吴龙迪

“我们洛河村种植秦薯5号，起垄
低，成熟的红薯适合做红薯干、脆片，
而且苗子便宜。”

“我们弥家川村和杨家河村一样，
种植火焰山红薯，但是我们的小气候
不好，产量差一点，口感上没有什么区
别。”

“我对红薯种植不懂，但就刚才品
尝的几种红薯，我觉得比市面上的红
薯要甜、要软糯得多。”

“咱们葫芦河流域的土壤含沙量
大、土层厚、水源充足，只要苗子选得
好，我认为高产不是问题。”

…………
近日，富县吉子现便民服务中心

杨家河村热闹非凡，村队部门前的两
排长桌上，摆放着还沾有泥巴的各品
种红薯，同时也有炸好的红薯干、红薯
条、红薯稀饭、烤红薯供人品鉴。

掰开一枚有些烫手的红皮烤红
薯，里面橙色的薯瓤色泽鲜亮，还冒
着袅袅白气，那独有的香甜令人食
指大动；蒸好的红薯块虽没有这么
大的香气，但入口之后的软糯又是
另一番滋味；炸好的红薯干常常出
现在富县人除夕夜的饭桌上，水分
炸干后的红薯片吃起来甜度高，还
混合着植物油的香味，是小孩子们
最喜欢的零嘴。

2023年是杨家河村种植红薯的第
五年，从一开始的10亩红薯、7户种植
户发展到如今的512亩红薯、46户种植
户，杨家河村渐渐蹚出一条致富路。

“咱们川道地区地理位置受限，产
业上一直是以玉米为主，虽说种植较
为简单，但是一亩玉米的纯收益只有
几百块，想要致富就要另辟蹊径。”吉

子现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张广林说。
2019年，经过多次外出学习、汇

总研判，吉子现选定葫芦河流域的杨
家河村、三川驿村、河南村试种红薯。

“刚开始种的时候效果不好，种出
来的红薯个头很小，亩产也不高，价钱
上也要低一些。好在乡亲们很支持咱
自己的产业，当年的红薯销售一空，也
让最初的种植户坚定了信心。”吉子现
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段兆辉说。

万事开头难。既然红薯种植有市
场，前景也比种玉米好，自然有人愿意
花心思把红薯种植搞起来。

“我是最早一批种植红薯的，现在
人家叫我‘产业大户’，网友管我叫‘红
薯哥’，其实我就是个农民，最初就是

想着好不容易有了新奔头，不甘心就
那么轻易放弃。”杨小军说。

杨小军是杨家河村党支部书记，
也是村里的产业带头人。刚开始种植
红薯的时候，他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两
眼一抹黑——啥都不懂，买来的红薯
苗按照教程种下去，每个蔓上却只能
结一两个，还迟迟不见长，这可把杨小
军急坏了。

“咱们县农业农村局还是很给力
的，我把这个问题刚上报，隔天就有农
技专家下来指导，根据我们村的实际
情况重新帮我们制定了种植方案。”杨
小军说。

有了专业的技术指导，杨小军的
红薯终于长得个大饱满、香甜可口，亩

产红薯达4000斤，但是新的问题也随
之而来。

“产量上来了，需要的劳动力就多
了，相应的投入也多了，看电视上人家
都是机械作业，我就想着能不能通过
现代化手段减少种植投入，让大家都
享受到实惠。”杨小军说。

想到就干。当年，杨小军就以村
“两委”的名义成立了农机合作社，配
置了旋耕机、挖红薯机、起垄覆膜施肥
一体机，让红薯种植变得更加省时、省
心。

“我是2020年开始跟着小军种红
薯的，现在有7亩，按市场价一斤能卖
到 3.5~5元，预计今年靠卖红薯能收
入近 10万元。”种植户杨永看着满屋
子堆放着的红薯，嘴角止不住地上扬。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五年
间，在杨小军等产业带头人的带动下，
吉子现便民服务中心的红薯总面积已
经发展到 750亩，按照亩均 8000元收
益计算，可为红薯种植户带来 600万
元收益。

以前，川道群众的产业以玉米种
植为主，每年将玉米种子撒下去后，很
多人会选择外出务工谋生，杨家河村
也不例外。杨家河村位于塬面下的川
道，要走很长的盘山公路，且九曲十八
弯，交通不便。而今红薯的发展让村
民们看到了在家门口致富的希望，也
看到了美好生活的曙光。

“下一步，我们将珍惜这来之不易
的产业成果，稳步扩大红薯种植面积，
积极对接相关部门，在红薯的销售、贮
藏环节上下大功夫，让红薯种植成为
群众持续增收的好路子。”吉子现便民
服务中心党委书记雷杨说。

近年来，黄龙县依托区位优势，引导
农民大力发展核桃种植，坚持把核桃产
业作为促进农民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来
抓。目前，全县共有核桃面积16.9万亩，
其中良种核桃面积 12.9万亩，2023年核
桃总产量8400吨，产值1.26亿元。

优化产业结构 加强企业对接

在界头庙镇神地村，核桃种植一直
是当地群众重要的收入来源。神地村按
照“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依托规
模较大的核桃产业，因地制宜发展集体
经济，经示范引导、政策鼓励、优化管理、
精深加工，不断提高核桃生产质量和效
益。同时，积极鼓励村民通过入股、劳务
等方式参与加工厂运营管理，让核桃这
一传统产业持续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王永利是神地村的核桃种植大户。
“今年神地村核桃亩产量 700~900公斤，
每公斤能卖 3.2~3.8元，核桃产量高、品
质优。新鲜核桃口感脆甜香嫩，营养价
值比较高，与晾干后的核桃相比，所含的
维生素更丰富。”王永利说，“成熟后的核
桃将销售到四川省、西安市，还有陕南
等地。”

近年来，界头庙镇不断调整优化农
业产业结构，积极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对接，结合实际情况，优化
核桃管理方式，增加核桃产量，助力农户增收。同时，还通过多
种方式协调各方资源，促使本地特色农产品打开销路，助农快
销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全镇 2.7万亩核桃喜获丰收，通过合作社带动以及
大户示范的发展模式，推动核桃产业增产增收，目前市场销路
良好，每斤市场价格可达1.5~1.8元。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在后
期的储藏、销售等方面做好指导服务，为今年林果业提质增效
和农民增收致富保驾护航。”界头庙镇副镇长马甲说。

为进一步稳定核桃种植面积，激发种植户积极性，界头庙
镇向核桃种植户发放农资补贴，共计发放修剪工具 100套、割
灌机 125台、锂电锯 50台。确保农资补贴惠民政策规范操作、
高效有序进行，推动惠农政策落到实处，坚定产业发展信心，带
动周围农户积极发展核桃产业。

开展管护技术 提质产业增效

为了提高核桃园规范化、科学化管理水平，推动核桃产业
提质增效，三岔镇多次组织开展核桃管护技术培训，邀请专家
讲解核桃园果树修剪、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实用管理技术，
让核桃种植户与专家面对面交流学习探讨。

于武军是三岔镇长石头村申家塬组的核桃种植大户，由于
管护得当，今年他承包的 150亩核桃迎来了大丰收，雇人收了
30万斤核桃，实现经济收入45万元，也给附近村民提供了就业
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赚足腰包。

据了解，三岔镇长石头村核桃种植面积达 1800余亩，今年
产量达270万斤。“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产业管护，提高核
桃产量、品质，提升核桃加工厂的管理和服务水平，扩大核桃的
产业链，加强核桃产业对全村经济的联农带农机制作用，每年
按固定比例向村集体分红，惠及大部分脱贫户，增强群众致富
创收的信心，以绿色产业推动乡村振兴。”长石头村党支部书记
高振远说。

目前，该县已培育出国家级核桃示范基地3个，省级核桃示
范基地 5个，市级“一村一品”示范村 18个，县级标准化核桃生
产示范基地10个，核桃专业合作社13个，核桃生产科技示范户
210户，其中 100亩以上核桃大户 198户，200亩以上核桃大户
12户。小核桃“链起”大钱景，一颗颗清香饱满的小果实也成为
助推群众增收致富的硬“核”力量。

延伸产业链 提高附加值

在加强核桃树科技化管护水平的同时，三岔镇立足本地资
源优势，着力推动核桃等特色农产品向深加工方向发展，在四
条梁村建成核桃深加工厂，将现代科技成果转化为核桃精深加
工产业链，提高了核桃产品的附加值，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助
力乡村振兴的发展之路。

据了解，三岔镇四条梁村 2022年投资 180万元建成核桃
深加工厂，全年生产核桃仁产品 100吨，可消化核桃干果 200
吨。随着核桃深加工全产业链的不断延伸，从卖核桃到卖琥
珀核桃、五香核桃、椒盐核桃等深加工产品，促进了当地核桃
产业化进程，也实现了村集体和农户“双增收、双振兴、共富
裕”。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引进先进技术，扩大合作社加工规
模，进一步发展核桃深加工，同时通过电商平台、线下逐步扩大
销售渠道，真正让核桃这一富民产业成为群众的‘绿色银行’，
助力乡村振兴。”三岔镇相关负责人说。

为充分保护、运用和开发地标品牌，让“黄龙核桃”卖得更
好、走得更远，黄龙县出台了一系列生产标准，并不断强化市场
监管，将标准化、生态化、品牌化理念渗透在产业发展的每一个
环节，加快提升产品品质，着力打造品牌“地标”、活力“地标”，
助推区域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小核桃成就大产业，不仅为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可观收入，
还间接保护了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提
升产业规模化、组织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为抓手，以精深加
工和市场营销为突破口，挖掘多种功能，开发多元价值，围绕

‘4+X’产业体系，带动核桃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核桃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力争把黄龙核桃产业打造成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生
态产业、优势产业，真正让核桃这一富民产业成为群众的‘绿色
银行’。”黄龙县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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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飘香硕果丰，颗粒归仓秋收
忙。近日，黄龙县 12万亩玉米迎来大
丰收，黄澄澄的玉米簇拥成一片金色
海洋，农民抢抓晴好天气收割、运输、
晾晒，将“丰收在望”变成“颗粒归仓”，
呈现出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走进界头庙镇界头庙村，收割机
和运输车辆的轰鸣声在田间地头奏响
了丰收的交响曲。村民徐长生看着玉
米地里饱满的玉米棒，丰收的喜悦挂
在了嘴角眉梢。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他与黄龙
县坤塬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了玉
米托管合同，再也不用为秋收时节联
系不到收割机而犯愁了。

“我现在种了80多亩玉米，以前收
玉米的时候，只能等外地的车过来收，
特别不方便。自从合作社成立了以
后，我把这80多亩地托管给了合作社，
从播种到收玉米，我只用到地头看一
看就行了，比以前方便多了。”现在，徐
长生只需站在玉米地一旁，全程“监
工”，静待收获。

界头庙镇是黄龙县玉米主产区，
为促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2022年
黄龙县以界头庙镇为试点探索农业社

会化托管服务，成立了黄龙县坤塬农
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以服务农户和增
加村集体收入为目的，对农业生产的

“耕、种、防、收”四个环节全面托管，不
仅解决了目前农村谁来种地的问题，
也促进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效衔
接。

目前，仅界头庙镇签订玉米社会
化托管服务面积达20450亩，服务农户
400余户。

“自界头庙镇成立坤塬农机农民
专业合作社以来，得到了托管户的一致
好评，群众认可度非常高，现在正是秋
收的季节，我们的收割机已经全部进入
大田作业了。”黄龙县坤塬农机农民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吕玉臣说，下一步合作
社计划将托管环节由产中向产前、产后
延伸，为农民从种到收再到卖提供一条
龙服务，让群众种地不愁、不忧。

随着玉米联合收割机开镰收割，
金黄的玉米棒落入收割机后方粮仓
里，装满之后再倒入紧跟其后的运输
车里，而玉米秸秆则被粉碎抛撒在松
软的田地里，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
机械化的作业生产，不仅满足了农户
和种粮大户需求，还拓宽了群众增收

渠道。
村民徐长松便是受益者之一，他

说：“我是咱界头庙镇界头庙村合作社
的一名驾驶员，我平时也种 100来亩
地，之前农闲时间我都会外出打工，自
从合作社成立以后，我在家门口就有
活干了，现在给合作社开收割机和拖
拉机，一年下来也能额外收入两三万

块钱。”
界头庙镇玉米社会化托管服务，

是黄龙县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一个
缩影。目前，黄龙县 12.31万亩玉米已
进入成熟收获期，其中实施农业社会
化托管服务面积达 5万亩，覆盖群众
1922户，预计 11月底全县玉米秋收工
作将全部结束。

为进一步巩固道路交通安全专
项整治行动成果，近期，富县公路段
结合冬季气候特点和管养公路实
际，把除雪防滑、公路安全设施维
护、桥涵边沟排水、路面病害处治
等作为冬季公路养护工作重点，
坚持预防预备和应急处突相结
合，周密安排部署安全生产措施，
全面做好冬季公路养护和安全生
产各项工作，确保今冬明春辖养公
路安全畅通。

通讯员 杜霄 摄

玉米丰收遍地“金”农业托管解民忧
通讯员 刘小燕 记者 方大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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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长生收割玉米中

● 杨小军的红薯喜获丰收

● 核桃产品礼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