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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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小康走进乡村

小小番茄别样“红”
记者 白雪 吕辰雪 通讯员 白腾 许艳峰

小康梦圆

蔬果品质好 大棚变“宝盆”
通讯员 班彩彩 记者 王静

● 游客在大棚里采摘小番茄

● 种植户在清秧整地

寒冬腊月，走进宝塔区临镇镇觉
德村，一座座大棚排列有序。种植大
户王鹏正在自家大棚内清秧整地，为
下一季的瓜菜种植做准备。

“我种植大棚已经8年了，也是村
里建棚比较早的一批种植户。我有
10座大棚，其中4座大棚施的富硒肥，
种植西瓜和香瓜，其他大棚种植尖椒、

豆角等蔬菜。去年，我的年收入有25
万元左右，效益还不错。”说起自己种
植大棚的收入，王鹏喜笑颜开。

此前，王鹏是青化砭采油厂的一
名采油工人，几年前返乡创业，现在是
觉德丰收种养殖合作社的负责人。在
惠农政策的支持下，再加上吃苦耐劳
的干劲，王鹏在致富道路上抓住时机，
于2016年开始发展大棚产业，种植西
瓜和香瓜。如今，他已经成为觉德村
的农民致富领头人。

产业要振兴，技术是关键。“我们
在管理技术方面不断改进，比如采取

‘四膜覆盖’技术，它具有保温性能、提
早上市的特点，对我们发展大棚种植
产业有很大的帮助。”王鹏介绍说。

为了提高瓜果蔬菜的产量和质
量，让市民群众吃着安心、放心，王鹏
积极外出学习种植技术，还引进新品
种“甜美人”香瓜品种。该品种口感香
甜，以绿色无公害种植的方式，大大提
升了香瓜的口感和品质。每年 4月，
瓜果蔬菜开始大量上市时，王鹏将产
品进行分级销售，通过与大的蔬菜批
发商和电商联系，把大部分农产品销
售到了山西省、延安市等地农贸市场，
部分通过当地蔬菜商贩，销往各大超

市、饭店和集市。在王鹏的精心种植和
沟通对接下，合作社的瓜果蔬菜不仅保
证了产品质量，也保障了销路。几年下
来，合作社的规模越来越大。在王鹏的
带动下，觉德村的不少农户也都加入到
了设施大棚种植行列。如今，大棚瓜菜
已经发展成了该村的特色主导产业。

觉德村党支部书记田桂紫表示，目
前，全村大棚覆盖率95%以上，年产值达
2000万元。设施大棚产业带动了全村
411户村民脱贫致富，真正成了村民致
富增收的“聚宝盆”。

近年来，临镇镇大力推进设施农业
建设，利用大棚种植西瓜、香瓜、豆角、辣
椒以及羊肚菌等特色农产品，在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也拓宽了村民增
收致富的渠道。

“临镇镇将坚持以发展现代设施农
业为着力点，持续推动特色种植产业标
准化、规模化发展，引进种植大户，打造
以特色果蔬种植为主的特色农业种植基
地。我们要以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为
切入口，充分发挥本土农技人才作用，加
大特色果蔬种植研发创新、技术推广，主
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力争把特色果蔬
做成大产业，做大做强‘一村一品’。”该
镇党委书记刘霖表示。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文斌 田
伟 记者 孙艳艳）“咱们洛川苹果
是九分甜一分酸的口感，而且它的
酸是鲜香的果酸，独具风味。”近日，
在洛川县供销联社杨舒社的冷库
里，洛川县供销联社电子商务公司
负责人屈艳正忙着在直播间里宣传
推介洛川苹果，其间不断有客户在
线下单。在她身后，工人们各司其
职，有条不紊地完成出库、分拣、包
装等各道工序，呈现出一片火热的
生产氛围。

屈艳告诉记者，洛川县供销联
社的苹果销售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形式，线下主要是向各大苹果销售
市场发货，每天的销售量在5万斤左
右。线上销售则主要是以苹果礼盒
为主，每天销售量在800单左右，最
多时可以达到2000单，线上销售金
额基本每天稳定在7万余元。

为了进一步推动苹果销售，洛
川县供销联社在销售产品的开发上

也下足了功夫，以“红、黄、绿”为产品卖
点，“红”是红富士苹果，“黄”是黄金维
纳斯苹果，“绿”是瑞雪苹果。县供销联
社将这 3种颜色的苹果组合包装，然后
进行销售。

“这款苹果推出后就得到了广大消
费者的青睐，现在仍在持续热卖中。”屈
艳说。

当前虽然正值严冬，但是洛川苹果
销售依然十分火热。截至目前，洛川县
累计销售库存苹果5.06万吨，占总库存
量的8.79%，销售价格总体稳定。

县苹果营销服务中心也在持续关
注国内的苹果产销信息，认真分析研
判，引导企业和果农理性看待销售形
势，把握机遇，做好顺价销售。

“我们会积极开展产销对接进行宣
传推介活动，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国内一
些大型农产品展览展示会，不断提升洛
川苹果的知名度，促进洛川苹果顺利销
售。”洛川县苹果营销服务中心副主任
余学军表示。

“红黄绿”：苹果新组合 市场受青睐

● 主播正在向粉丝介绍苹果组合礼盒

日前，甘泉县道镇东沟村温室大
棚里的小番茄进入成熟期，大棚内生
机盎然。走进大棚里，一排排番茄架

上绿色的藤蔓长势喜人，一串串鲜红
圆润的小番茄缀满枝头，令人垂涎欲
滴。棚内的游客在绿蔓间穿梭、采摘，

欢声笑语不断，小番茄种植户冯宏亮
忙着将游客挑选好的小番茄称重后装
箱。

“我今天特意带着孩子过来采摘
小番茄，想让他多认识一些农作物，感
受自己动手采摘的乐趣。这里的小番
茄很好吃，属于纯天然的绿色食品，我
们吃着放心，每年这个季节都来采摘，
拿回去送给亲戚朋友品尝也不错。”前
来采摘的游客薛海艳一边采摘一边
说。

为了让种植出来的小番茄品质
更好，冯宏亮每天早上 7点就来到大
棚里，摘番茄、打掐、浇水、定时通
风、把控温度，一套“操作”下来就是
七八个小时。在冯宏亮的精心照料
下，他的小番茄吸引了不少回头
客。同时，他还订购了大量东沟村
小番茄品牌的礼品包装盒，将采摘
下来的新鲜小番茄用快递发货到周
边市区。

“我种小番茄有 13年的时间了，
种植的主要品种是千禧小番茄，这
种小番茄的酸味轻、甜味重，口感非
常好，而且里面的水分比较足，来我
这里品尝采摘的游客很多，吃过后

都成回头客了。每年到了番茄成熟
期，我一发朋友圈，甘泉县城、延安市
区还有西安的客户，都会打电话来订
购。”自家的小番茄卖出了口碑，冯宏
亮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告诉
记者，2023年，他种了 2棚小番茄，一
直能卖到今年 2月，预计产量能有八九
千斤，能收入 8万多元，比在外打工要
强多了。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兴旺。近年
来，道镇东沟村依托劳山国家森林公园
旅游资源优势、地理位置优势，形成以千
禧小番茄为核心的特色产业种植。目
前，全村种植千禧小番茄 13棚，每棚年
产8000至1万斤，年收入近5万元，千禧
小番茄特色产业种植已成为东沟村村民
增收致富的“密码”。

东沟村党支部书记胡春玉说，下一
步，该村要借助劳山森林公园等旅游资
源优势，打造东沟村千禧小番茄现代农
业种植基地，定期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开
展技术培训，不断提升东沟村千禧小番
茄的品牌效应。同时，他们还要用好乡
土番茄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产品，让更
多的村民依靠小番茄走上致富路，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本报讯（通讯员 叶忠勇 刘亦婷 记者 任琦）
冬季是果树管理的关键期。行走在富县的塬面上，果
农们抢抓有利时机，正热火朝天地在果园里忙碌着，
清园、刮腐烂、剪树，憧憬着来年的好光景。

冬剪是苹果栽培过程中最重要的调控措施之
一。通过冬剪不仅可以修整树形、平衡树势、改善通
风透光条件，还可以更新枝组、控制来年花量大小，达
到连年丰产稳产的目的。

走进茶坊街道伏龙村果农张庞周的果园里，记者
看到，他正忙着修剪枝条，为来年丰收、稳产做足准
备。张庞周告诉记者，自己种植 10亩苹果树，此时正
是果园管理的重要时期，只有在这个时候打好基础，
来年才有丰收的希望。

产业要发展，果农要增收，冬季管护少不了。为
加强果园综合管护能力，茶坊街道多次组织果农外出
学习，并邀请果业技术员向果农宣传果园冬季管护和
修剪技术要点，通过这种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引
导果农加大病虫害防护力度，科学开展管护，确保为
来年增收致富打下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茶坊街道立足区位优势，持续将苹果产
业作为增加农民收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有力抓
手，通过实施老旧果园改造，强化果园管理培训，苹果
产量逐年稳步增加，群众收入稳步增长。

本报讯（记者 叶四青 通讯员 贺亚亚）“真是
谢谢气象服务员的耐心指导，为我们的管护樱桃提供
了支持和帮助。”近日，在子长市杨家园则樱桃示范园
内，种植户加国霞充满感激地说。

樱桃好吃树难栽，极端天气下及时准确的气象服
务为农业产业发展保驾护航。眼下正值樱桃冬季管
理的关键时期，子长市气象局针对冬季大棚樱桃管护
工作，按照气象汇总信息，安排气象服务人员分组前
往市区各樱桃种植大棚点，为种植户提供点对点、面
对面的科学指导，帮助他们做好低温寒冷天气的防护
工作。根据实际情况，他们建议种植户及时补温补
光，以减少不利天气对樱桃种植的影响。

加国霞收下了气象服务人员发放的农业气象服
务专题资料，满脸喜悦地看着大棚内的樱桃树说：“有
了气象服务，我的樱桃树长势非常好，预计今年的收
成会比往年更好。”

据了解，下一步，子长市气象局服务人员还将充
分发挥气象服务作用，结合农户实际需求，开展多样
化、专业化、时效化的直通式气象服务，定制《大樱桃
全生育期专题气象服务》，及时向种植户提出合理的
生产意见和预防措施。同时，建起种植户服务微信
群，通过手机短信、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及时发
布预警信息，解答农户气象问题，切实做好大棚樱桃
全生育期的气象服务，助力樱桃保丰收。

本报讯（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徐志全）“一亩
地的玉米秸秆能收 12捆左右，每捆能卖到 13元。这
样算下来，一亩地就又能增收 150元左右。”说起捆收
秸秆的好处，吴起县周湾镇王树湾村村民窦治元高兴
地说。

时令已过大雪，陕北大地的秋收工作早已完毕，
但吴起县周湾镇王树湾村的田野里却仍不清闲。农
机操作员正驾驶着秸秆打捆机在农田穿梭，一排排整
齐的玉米秸秆瞬间被“吸走”，粉碎、除尘、压实、打捆，
变成一捆捆方正的草墩子。

记者了解到，在周湾镇不仅有王树湾村，在小口
则、牧兴庄等多个涧地村的田间地头都随处可见秸秆
打捆机穿梭。村民们麻利地将打好捆的秸秆搬到田
垄边堆放整齐，这些秸秆将被运送到附近的养殖场用
作饲料。

“用秸秆混合精饲料喂牛，牛比较爱吃，还不容易
压沫，用秸秆喂牛，牛长得非常快。”来到小口则村，养殖
大户高玉强正忙着为家里的肉牛存储饲料。近年来，
每年秋收后，他就早早开始到周边村组收购玉米秸秆，
然后打包存放，不仅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而且秸秆通
过草食家畜过腹还田，改善土壤肥力，一举多得。

周湾镇副镇长袁骁表示：“我们坚持把农作物秸
秆饲料化作为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的重要举措，鼓励引导广大群众通过秸秆打捆回
收提高秸秆利用率，既能美化环境、减少农业面源污
染，又能给老百姓和养殖户增加收入、节约开支，还能
减轻政府治理秸秆焚烧的管理成本。”

近年来，周湾镇依托涧地资源优势，推广种植万
亩密植玉米种植带，充分发挥广袤涧地和农业机械化
优势，大力推广秸秆打捆离田综合利用，不断延伸农
业产业链条，让秸秆摇身一变成为养殖户青睐的重要
饲料，真正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秸秆回收助增收

“剪”出来年好光景

气象服务送地头

● 气象服务员为种植户做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