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的洛川塬上到处一派丰收景
象，红彤彤的苹果压弯了枝头，喜悦写在
果农们的脸上。在距离洛川县城26公里
之外的槐柏镇，国网延安供电公司派驻
度古村第一书记胡高峰，正和村民们喜
笑颜开地采摘苹果。

“这片果园属于村集体经济，今年是
第四个年头，已进入丰产期，产量预计在
4.5万斤，比去年翻了一番，预计收入可
达到19万元。”看着果树下一筐筐卸下来
的“金蛋蛋”，胡高峰的脸上洋溢着幸
福。这处苹果园是国网延安供电公司帮
助度古村建成的13亩矮化密植示范园。

槐柏镇度古村位于槐柏镇东1公里，
辖5个村民小组348户1258口人，全村种
植苹果4880亩。今年3月，因包建帮扶工
作统一调整，胡高峰成为该公司驻点帮扶
的第三任第一书记兼驻村工作队队长。

2019年驻点包建以来，该公司积极争
取“国网赋能乡村工程”等项目资金，先后
投资290余万元实施村级低压电网改造，
建成3个村民文化广场、13亩矮化密植苹
果示范园和“电力爱心超市”。今年，公司
又投资4.5万元，为超市购置了农机具。路

宽了、灯亮了、果园建好了，村民们在乡村
振兴的道路上越走越宽，生活越来越甜。

“去年，公司捐赠29万元实施了示范
园配套设施项目，建了蓄水池、果园围

栏、肥水一体化等生产辅助设施。”在苹
果园的地头，村民路永峰高兴地向我们
指着一间有醒目标志的“国网赋能乡村
工程”的厂房说，里面有两个高大的罐
体，通过一根根软管将水肥料浇灌在每
棵苹果树上。

“我们的苹果是不套袋的阿珍富士，
着色好、口感好、耐贮藏，非常受消费者
青睐。”胡高峰高兴地说。

同样，在苹果园里，还有一群忙碌的
身影，他们是国家电网陕西电力张思德
（延安果乡）共产党员服务队的队员们。
他们利用闲暇时间，一边帮助驻村干部
采摘、搬运苹果，一边开展冬季安全用电
知识和废弃反光膜治理宣传。

包建栽得“摇钱树”，乡村振兴“红苹
果”。在这片欢声笑语的丰收场景下，“国
网情”与“果乡情”浓浓汇聚，国网延安供
电公司用“情”帮扶、用“心”浇注的苹果园
期待着一个又一个“苹果红了”的日子。

据了解，目前，国网延安供电公司正
计划投资29万元，为该村建设容量为75
千瓦的村集体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积
极为度古村的乡村振兴助力。

他力量乡村振兴

国网延安供电公司助力乡村振兴——

业兴民富日子火
通讯员 王晓侠 庞琨 记者 孙艳艳

● 服务队队员正在帮助村里搬运苹果

小康梦圆

初冬时节，位于宝塔区河庄坪镇的
延安菌舰食用菌智慧农场内，工人们正
在加班加点赶制菌棒，菌棒制作、发酵等
工艺流程有序开展，59岁的马新平和其
他工人们正将一个个菌棒熟练地装架。

“我一个月在这里能挣 3000多元，
家里的开支足够用了。在这里干活儿
离家也近，我挣钱和顾家‘两不误’。”马
新平是宝塔区河庄坪镇河庄坪村人，由
于年龄偏大，无法外出务工。3个多月
前，他在延安菌舰食用菌智慧农场内，
干一些菌棒装架的简单工作，有了稳定
的收入。

近年来，延安菌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在河庄坪镇党委、政府的积极助力下，
启动延安军舰食用菌智慧农场建设项
目，生产食用菌菌棒，加工食用菌，解决
周边闲散劳动力就业，助力产业转型升
级，助推乡村振兴迈上新台阶。

在该农场的食用菌分选车间，20多
名临时务工人员正在忙碌地将周边村庄
收购的食用菌进行分选、剪根。记者在
现场了解到，参与临时务工的人员多为
河庄坪镇的妇女，她们平时除了接送孩
子上下学，时间较为空余和自由，在这里
既能务工，也可以照看家庭。

“我们来这务工是按日结算工资，人
多又热闹，说笑之间，活儿也干了，钱也
挣了。虽然每天的工资有限，但是给孩
子买点小零食，给家里买点蔬菜水果还

是够的，余下的钱还能攒下来呢。”57岁
的王延春利用给两个孙子做饭的空闲时
间来农场分选滑子菇挣工资，她对这个
临时工作十分满意。

延安菌舰食用菌智慧农场项目于
2022年 11月建成投产，主要从事食用菌

菌棒生产和食用菌加工。目前，该农场
共向周边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30余个，解
决居民临时务工 100余人次。同时，为
带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该农场采取菌
棒赊购、免费技术指导和食用菌统一收
购的政策，引导周边村民积极参与食用

菌种植。截至目前，河庄坪镇万庄村、
红庄村两村都享受到了该农场带来的
红利。

62岁的王宏福是该镇红庄村村民。
2022年，他以每座棚 1000元的价格租种
了村集体的 4座大拱棚，开始种植食用
菌。当前，正值他家滑子菇的收获季节，
农场的各项福利政策，让他提前看到了
丰收的希望。

王宏福告诉记者，他1座大棚的纯收
入有2万多元，4座大棚挣10万元基本没
有问题。“滑子菇成熟后，农场的工作人
员上门收购。我们在种植技术上有问
题，他们也会及时上门解决。今年，农场
还大力支持我们种植户可以赊购购买菌
棒，丰收后再给钱，这样就大大减轻我们
种植户的经济负担。”王宏福说。

延安菌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旭介绍说，他们尽全力给种植户提供
菌棒、技术服务，并且上门收购食用菌，
解除了种植户的后顾之忧。

为延长产业链条，形成完整的菌类
产品产业链，河庄坪镇积极推出各项惠
企政策，协调土地，助力延安菌舰食用菌
智慧农场建设，扩大食用菌种植范围。
据介绍，该食用菌智慧农场还将启用干
品、腌制品、速冻等产品加工线，形成完
整的以菌棒生产、食用菌种植、加工和销
售为一体的菌类产品产销体系，增加食
用菌价值，不断提高菌农收入。

朵朵食用菌 菌农“致富伞”
记者 王静 杨亮 曹宁宁

● 工人将食用菌分选剪根

看小康走进乡村

近日，在富县张家湾镇川庄村，收割
机穿梭于 40亩“智慧稻田”，智慧化的灌
溉施肥系统，不仅让村民摆脱了繁重的
体力劳作，又能带来好收成。

张家湾镇川庄村村民张庆军说：“有
了智慧灌溉系统，我 3天都不用来，非常
省人力。通过这个系统施进去的肥，肥
水也流不出去。”

省时省力又有好收成的背后，是当
地政府建起的“智慧农业物联网监测服
务系统”管理的一个缩影。该系统不但
实现了节水灌溉自动化，还能为稻田提

供16项数据监测，便于日常管理。
张家湾镇副镇长李凯介绍说，智慧农

业物联网监测服务系统实现了稻米的预
销售。通过物联网，在微信上将“智慧稻
田”中栽植的水稻以面积为单位进行预销
售，预购了稻米的客户可以通过App实时
观察自己预定水稻的生长情况，也可实现
水稻种植的提前回款，同时还能延伸产业
链。现在，通过物联网实时监测系统，将
一年四季的稻田风光对外界进行了宣传，
带动了村里的旅游和研学产业，实现了依
托稻米产业的三产融合。

记者在胡家坡村的稻田内看到，大
型水稻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水稻
种植“老把式”肖兵锋种植了20多年的水
稻，在当地农技人员的指导下，今年选种
了“富硒大米”新品种，水稻平均亩产超
过了 600公斤。今年，直罗镇新增了 200
亩富硒米稻田，实行稻、蟹、鱼、鸭立体生
态种养，村民达到了一田多产、一地多收
的目标。

直罗镇经济综合服务站站长王荣浩
说，全镇共种植水稻9800亩，今年还发展
了 200亩富硒米。该镇采取稻田综合种

养，包括100亩稻蟹区、100亩稻渔区、500
亩稻鸭区，亩均产量较去年提高了6%。

今年以来，富县通过发展“智慧稻
田”“种养共生”的方式，帮助村民不仅摆
脱了繁重的体力劳作，还实现了“一地双
收”“一地多收”。农作物智能化管理，为
农业丰收夯实坚实基础。

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孔文昌介
绍说，今年，富县水稻总面积1.56万亩，年产
量8200吨，实现产值6000万元以上，推广
稻鱼综合种养面积2000亩，亩增收1000元
以上，2000亩预计增收200万元以上。

富县大力发展“智慧稻田”“种养共生”方式——

一田多产 一地多收
通讯员 张伟莉 姜建斌 记者 任琦

进行时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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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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雨水多，驿放路被冲得坑坑洼洼，不少外地的
客商嫌路不好不愿意来。这段时间我们村上的路修好
了，客商直接就把车开到村里了，我们的苹果也不愁卖
了。”延长县张家滩镇斗咀村果农闫军说起村上补修好的
道路高兴地说。

闫军所说的驿放路是通往张家滩镇驿儿行政村的
一条村道，途经4个自然村，涉及人口千余人，群众日常
生产出行都要经过。闫军家里有9亩苹果园，今年套了5
万余只果袋，当前正是苹果上市的好时间。

“苹果销售在即，看到施工人员修补路面我很高兴，
这给我们果农办了一件大实事，畅通了我们的‘苹果
路’。”闫军说。

延长县农村公路管理站副站长张飞虎介绍说，驿放
路段（k0+400-k0+900）处原道路宽度较窄，大车无法通
行，对当地的苹果销售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县农村公路
管理站对该路段进行了路基拓宽改造、路面结构层铺设
和路基排水处理，总投资50.3万元。

近日，记者在延长县张家滩镇驿放路现场看到，工
作人员按照要求布设好施工作业区后，大型机械设备和
施工人员正抓紧作业，运料卡车和摊铺机匀速前行，压路
机紧跟其后，作业机械身后，出现乌黑发亮的柏油路面。

张飞虎说：“该路段改造完成后，大车的安全通行和
苹果的顺利出售就有了保障。”

苹果是延长县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时下正是苹
果采摘、交易旺季，此次道路改造工程，不仅方便了群
众的日常出行，也为外地果商采购苹果提供了便利，
真正打通了干群之间的“连心路”，架起了推动乡村振
兴的“高速路”。

“突突突……”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一串串的红薯
接连被刨出，农户们紧随其后麻利地捡拾起来。等到装
满箩筐后，再统一送到不远处的空地处分拣、装箱。近
日，延川县大禹街道马家店村的600亩红薯喜迎丰收，田
地里一派忙碌景象，自成一幅美丽田园丰收图。

“这个红薯蒸出来吃是软软的、甜甜的，烤出来更
是香甜扑鼻。各位老铁，从我们这儿买的红薯全都是
礼盒装，这种礼盒送礼还有送亲戚朋友都是很不错
的。”地里还在刨着红薯，直播间里，丰收的红薯已经
开始了火热售卖。

随着红薯的丰收，销售成为了农户最关心的事
情，马家店村党支部书记郝岗和大禹街道经济综合服
务站站长刘延龙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去年，他们与
村民商议后，决定尝试直播带货销售红薯，在他们的
带动下，村民们也尝试着做起了“网红”。在大家的共
同努力下，网上的订单大量增加，大批量的马家店红
薯通过物流快递，源源不断地走进了不少大中城市，
成为居民餐桌上的“新宠”。

“年初，村里给每一家红薯种植户都进行了翻地、
覆膜、施肥，帮助大家发展产业。村里红薯的主要品
种是白玉，这种红薯口感好、外形也不错。今年，我们
预计每亩红薯的产量是 2500至 3000斤，整村产量预
计能达到100万至120万斤。”大禹街道经济综合服务
站站长、马家店村分管产业负责人刘延龙介绍说。

种植一片红薯，发展一个产业，链接一批农户，富
裕一方百姓。通过网络直播，马家店村还吸引了很多
外地的客商前来收购红薯，有的客商直接在地里就把
红薯预定完了。据了解，今年，马家店村的红薯产量
比去年增加5万斤左右，收入也相比去年大大提升。

“去年，咱们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销售红薯80万斤，
每斤红薯3元，共计销售240万元。村民见利后，现在种
植红薯、发展产业的积极性特别高。”刘延龙高兴地说，

“我们打算积极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继续帮助村民
积极销售红薯，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好。”

红薯甜 销售旺
通讯员 张伟 杨澍 记者 叶四青

又是一年苹果丰收季。志丹县永宁镇的山山峁
峁都被果园里沉甸甸、红彤彤的苹果染上了一抹抹红
色。在永宁镇任窑子村，果农刘治光和老伴儿正忙着
出售苹果，一筐筐鲜美的苹果正被前来收购的客商分
拣、装箱、过称、装车。

今年 62岁的刘治光是永宁镇任窑子村的苹果种
植大户，老两口打理的 55亩果园，今年已是第二年挂
果，明后年将进入盛果期。刘治光告诉记者，今年，他
的苹果按每斤 3.8元的价格被洛川果商收购，收入非
常不错。

“今年，我的果子套了 15万至 16万只袋，可以卖
17万元左右，我对这个收入非常满意。”刘治光信心满
满地说，“明年，我的苹果就进入盛果期了，以后的收
入会一年比一年好。”

洛川果商胡雪平说：“我们在这里收购苹果已经4
年了。这儿的苹果品质高、色泽好、口感也不错，很受
消费者的欢迎。”

任窑子村是典型纯山岭村，海拔高，日照时间长，
是志丹县山地苹果最佳生产区之一。近年来，在永宁
镇党委和政府的帮扶和推动下，该村积极抓住县委、
县政府大力发展山地苹果机遇，按照镇党委、镇政府
推行的“支部+企业+合作社+村民”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和“一园一策、一树一方”的管理办法，因园而异、分园
施策，从花期防冻、病虫害防治、修剪拉枝、品种改良
等多环节严格管理。目前，全村苹果产业发展规模日
趋壮大，村民收入持续增加。

任窑子村党支部书记杜方成介绍说，该村共有果
园面积2187亩，今年套袋240余万只，预计收入260余
万元。接下来，他们将组织果农给果园施肥、清园，做
好冬季工作，为下一年打下更好的基础。

果儿红 果农乐
记者 方大燕 通讯员 杨耀武 孙鹏翎

村路畅 果香浓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