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志丹县纸坊便民服务中心
的广场上，一场以“庆丰收、展成效”为主
题的苹果品评会暨赛园赛果表彰活动正
在这里进行。整个广场上人头攒动、气氛
热烈，活动现场更是争甜斗艳、赛香比脆，
吸引了众多群众前来围观和品尝。

为了进一步激发和坚定全中心苹果

产业发展和持续助农增收的信心和决心，
提升果园管理标准化水平，纸坊便民服务
中心举行了苹果品评暨赛园赛果表彰活
动。活动中，各村各户都将自家的一颗颗
色泽艳丽、香气诱人的苹果展示给市县品
评组的专家和群众品尝，专家们根据参赛
苹果的品种、果重、果形、果个、糖分、硬度

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打分。
市山地苹果试验站站长、高级农艺

师刘根全介绍说：“今天参评的样品有
60余份，大家都很积极。从测评的结果
来看，参评的苹果不论从果形、大小、颜
色、光洁度还有内在的含糖量，以及吃上
去的口感，较以往都有很大的提高，品质
很不错。”

本次赛园赛果表彰活动一方面展示
了纸坊便民服务中心苹果产业发展成
效，另一方面激励果农在产业发展上形
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同时，纸坊
便民服务中心还拿出20万元，购买了割
草机、修剪工具、手推车、有机肥等涉果
物资，重奖果业大户和苹果产业发展先
进村组。通过果品展示、果品品尝、现场
解说等环节，共评选出村集体、人大代
表、村组干部、农户等 5个组别的一等
奖、二等奖、三等奖及“果王”。

志丹县纸坊便民服务中心米岭山村
果农刘光龙是这次评选出来的“果王”。
从 2015年起，他开始发展苹果产业，当
时由于种植和管理技术不到位，导致产
业发展失败。刘光龙并没有因此气馁，
他不断总结经验，学习种植和管理技术，
于 2018年重新建起了 56亩“烟富 6”短
枝富士果园。如今，这片果园挂果 14
亩，套袋12万只，产果2万公斤，收入18
万元。

“很高兴我能获得‘果王’，这给我今
后发展产业增添了很大的信心。我回去
后要继续学习种植和管理技术，为苹果
高质高效打下坚实基础，让我们村的苹
果都能卖上一个好价钱。”刘光龙说。

志丹县纸坊便民服务中心主任郭
小东表示，下一步，该中心将按照本次
赛园赛果专家组点评意见建议，继续
在苹果产业种植规模化、管理规范化、
品种多元化、果品商品化、营销品牌化
上持续发力，不断推动全中心苹果产
业提质增效，让小苹果真正成为群众
增收致富果，实现果业强、果乡美、果
农富的目标。

近年来，纸坊便民服务中心坚持“集
体经济引领、大户企业带动、果畜结合发
展”的产业发展思路，以延链强链补链为
抓手，以提升果品质量和亩产效益为核
心，全面落实果园标准化管理措施。并
采取“抓大户、带小户、辐射零散户”的工
作举措，狠抓苹果前生产和后整理，通过

“以奖代补”的政策激励，充分调动果农
生产积极性，切实推动纸坊便民服务中
心苹果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截至目
前，纸坊便民服务中心共有苹果园 2.08
万亩，挂果园0.95万亩，建成万亩产业带
1条，建立“十百千万”示范工程核心区6
个。今年苹果产量达到1.7万吨，产值约
9500余万元。

● 现场测评

比一比 赛一赛 看看谁是“苹果王”
通讯员 杨耀武 沙江 记者 方大燕

果园改造 提质增效
通讯员 班彩彩 记者 王静

近日，走进宝塔区临镇镇任家塬村，
随着轰隆隆的电锯声和挖掘机的运作
声，老旧果园里，一棵棵果树应声倒地，
一堆堆枝条装车拉运，果农们都在期待
旧貌换新颜的变化。

苹果产业是临镇镇群众增收致富的
主导产业。近年来，面对品种老旧、果树
老化、品质退化等苹果产业发展的现状，
该镇按照苹果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高质量发展要求，依托老果园改造项目，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强化技术指导，全面
推进老果园改造，助力全镇苹果产业高
质量发展。

为了充分调动果农积极性，临镇镇
通过强化组织保障、技术指导和宣传动
员等措施，引导农户转变种植观念。在
广泛征求农民意见的基础上，组织群众
挖除老旧苹果树，栽植善管理、高收益的
矮化密植新品种果树，积极实施老旧果
园改造。

通过宣传动员，果农们也积极响应
号召，希望早改造早受益。“我家种了15
亩果园，其中有8亩栽植得比较早，但品
种落后、果树老化，种出来的苹果质量下
降，没有太高效益。在村上的动员下，我
把 8亩老果园的果树全部挖除，计划栽
上新品种，增加经济效益。”参与老果园
改造的任家塬村村民周叶宝说。

“原有的果树老化严重，品种也老旧
了，结出来的苹果不值钱了。从2019年
开始，我就对自己家的10亩老果园进行
了改造，挖掉老败果树，栽种上了响富、
维纳斯黄金等新优品种。同时，坚持实
施土壤改良、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
控等技术措施，改造后的果园今年已经
挂果，每亩增加收入 2万元。”任家塬村
老果园改造受益村民刘佰生高兴地说。

任家塬村党支部书记周钦锋介绍
说：“镇上的老果园改造部署会议召开
后，任家塬村积极动员农户挖旧建新。通
过前期改造后的果园迎来好收益，越来越
多的村民看到了老果园改造的切实效
果。目前，村里需要新增改造的330亩老果
园正在进行锯枝、刨根等前期改造工作。”

刘佰生家的果园改造只是临镇镇老
果园改造的一个成功典范。近年来，随
着土地政策收紧，致使苹果产业发展空
间缩减，加之部分乔化老果园逐年郁闭、
树势逐渐衰弱、经济效益下滑等问题突
出。面对困顿，该镇立足实际，着眼苹果
产业发展新形势和新方向，持续引进现
代苹果产业发展理念，不断通过技术改
革，以标准化果园建设为依托，以老果园
改造为抓手，引进响富、瑞雪、瑞香红、维
纳斯黄金等新品种果品苗木栽植，全力
推动苹果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全镇苹果

产业提质增效，助农增收。
“针对果树老化、品种落后等一系列

抑制苹果产业发展的难题，我们积极宣
传动员，带领果农大户外出观摩学习，开
拓眼界，转变思想，引导农户进行老果园
改造。接下来，我们将以新品种、新技

术、新模式、新机制推广应用为重点，以
提升苹果品质和亩产效益为核心，助推
苹果产业走上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
路子。全面优化品种结构，提升果品质
量，促进产业发展，提高果农经济收入。”
该镇镇长薛军军表示。

● 任家塬村老果园进行改造

本报讯（记者 贺秋平 实习记者
强雨欣 通讯员 田虎）立冬已过，天气
渐寒，宝塔区万花山镇方庄村草莓种植
户牛建忠的大棚里却暖意融融，绿意盎
然，一派丰收的景象。眼下，正迎来了
大棚草莓成熟季，一颗颗色泽鲜红的草
莓在绿叶的映衬下格外诱人，令人垂涎
欲滴。

中午时分，一垄垄整齐碧绿的草
莓秧蔓上，红红的草莓在阳光的照耀
下，散发着清甜的香味。“我们的草莓
个儿头大，味道浓郁，这几天刚刚成
熟，非常新鲜，品相好味道也好，你们
可以先品尝下味道。”大棚里，牛建忠
正在向前来采摘的游客热情地介绍着
自家的草莓。

当天，市民康开芳和朋友专门驱车
来到牛建忠的大棚里采摘草莓。“听说这
里的草莓成熟了，我就赶过来尝尝鲜。
他们家的草莓味道香甜，特别好吃，咬一

口满嘴的汁水，我采摘回去让家人和朋
友们都尝尝。”康开芳和朋友们弯着腰仔
细挑选着草莓，体验着采摘带来的乐趣。

“我们昨天刚在朋友圈发布草莓成
熟可以采摘配送的消息，今天就有不少
市民前来采摘体验了。”望着自家大棚里
长势喜人的草莓，牛建忠和妻子脸上洋
溢着收获的喜悦。

牛建忠是方庄村村民，和家人种植
草莓已有 6 年时间，种植经验非常丰
富。平日里，他和父母、妻子 4人打理
着两座大棚草莓，这也是全家的主要收
入来源。

“我们今年两座大棚种了3亩草莓，
现在都逐渐开始成熟，一直可以采摘到
明年的 5月，预计能有 15万元左右的收
入。”牛建忠对种植草莓充满信心，他计
划未来尝试进行无土栽培，进一步提高
草莓的产量和品质，通过这份“甜”产业
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鲜草莓 引客来

● 种植户牛建忠展示新鲜草莓

小康梦圆

看小康走进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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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雷荣 通讯员 高雷波）为加快推
进数字赋能乡村振兴，不断提高优质资源在乡村治理
中的积极作用，11月3日，宜川县秋林镇与山童科技合
作，推进“秋林掌田”数学乡村平台进县城，标志着秋林
镇数字乡村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今年9月份以来，秋林镇联合山童科技打造“秋林掌
田”数字乡村平台，充分发挥山童科技信息服务、技术支
持、产品销售、市场推广等方面优势，助力农产品销售，在
农村治理、服务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尝试。

秋林镇重点围绕“提升群众粘性”和“服务基层治
理”两个关键，为农村量身定做积分制，设立了“秋林
掌田”福利站，纵向连接了市场、村集体、村民，横向
服务了生产、生活和乡村治理，包括日用品、农资、蔬
菜的供给以及苹果、花椒、香菇等农特产品的销售，
在建设“数字赋能，和美秋林”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数字乡村是以数字赋能促进管理数据化、服务在线
化、生产智能化，推动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不断提
升农村治理水平、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是实现乡村全
面振兴的有力支撑。

“山童科技是一家致力于乡村振兴、打造属于乡村
村民自己的数字产业公司，我们以数字产业为引领，以
秋林镇为起点，建设好数字产业，拓宽更多百姓服务渠
道。”山童联合创始人、总经理苏望说，“我们要用‘秋林
掌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为百姓创造收益，让每位老
百姓都能享受到数字产业带来的红利。”

他力量乡村振兴

“秋林掌田”让产品销售更通畅

本报讯（记者 谷嫦瑜 张鑫）“直播间的朋友们，
这个展位就是我们甘泉美水制作的‘婆姨汉’甘泉豆腐
干，既好吃又营养……”11月24日，甘泉县人生广场格
外热闹，甘泉县“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展销活动正
在这里举行。从“王侨鲜奶”到“亮哥乳瓜”，从“甘泉黄
酒”到知名豆腐干，多种商品吸引了不少群众。大家都
围拢在一个个展位前，挑选购买自己可心的物品。

“我们的奶制品从奶牛养殖到加工销售，全程没有
中间商，每瓶牛奶和酸奶都能做到溯源追踪，满足大家
对食品安全的要求……”在“王侨鲜奶”的展位前，负责
人王乔正在热情地向大家介绍着他们的产品。2014
年，大学毕业的王乔从青岛回到甘泉，因为看好乳制品
的发展前景，他选择自主创业做起了奶牛养殖，发展甘
泉当地的乳制品产业，带动更多群众共同致富是王乔
的初心，也是他的目标。

“借助今天这个展销活动，我希望甘泉好的乳制品
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并接受。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
把我们的乳制品推向延安各个县（市、区）。”王乔说。

甘泉县的“美水”造就了甘泉豆腐的美名，“八千
里”豆腐干已经享誉省内外。近两年，另一个“婆姨汉”
豆腐干品牌异军突起，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

“我们的豆腐干最大的特色就是全部选用‘双青
豆’这样的高品质豆类加工，而且产品属于非油炸，更
营养更健康。”“婆姨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张
桂红说，借助甘泉农产品的独特优势，她相信，甘泉豆
腐干一定能够成为延安最闪亮的食品品牌。

“此次活动旨在促进甘泉县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对
接，打破城乡间的信息壁垒，实现资源共享，促进产业
升级，将为本地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市场，也为城市居民
提供了更多优质的农产品选择。这不仅是对甘泉县产
业的发展助力，更是对广大市民生活品质的提升。”甘
泉县商务局副局长秦延利介绍说，接下来，他们将依托
地域资源优势，大力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应用，搭建适应
县域电商发展的服务平台，巩固商贸流通企业转型成
果、让更多更好的农特产品走出去，更实惠更便捷的工
业品走进来，为甘泉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子商务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 常浩浩 记者 叶四青）“这次培
训让我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以后我要多参加这种学
习培训，争取成为一个高素质农民。”参加完培训学习
后，子长市农民王红卫激动地说。

近日，子长市举办了2023年高素质农民培育粮食
种植专业培训班，来自该市各乡镇的百余名学员参加
培训。本次培训邀请了熟悉“三农”政策、作物栽培技
术、电子商务、网络营销等领域，且具有深厚理论基础
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教授进行授课。通过培训学
习，进一步拓宽学员的视野，让大家增长见识、学以致
用，助力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

本次培训共为期一周，分为公共基础课、专业技能
课、能力拓展课 3大模块，内容涵盖作物栽培学技术、
中药材种植技术、抖音直播带货、农民手机应用等内
容，通过培训确保农民学得会、看得懂、用得上，让高素
质农民真正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中流砥柱。

集中理论培训结束后，子长市还组织学员外出参
观学习，观摩新型栽培种养模式、现代化农产品电商企
业、高素质农民创业创新基地等。

农民培训“充电”忙

农产品进城展销

● 工作人员正在直播介绍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