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力量乡村振兴

新农人变身“兴农人”
——子长市杨家园则镇杨二村“棚二代”发展大棚产业小记

记者 叶四青 通讯员 张龙 杜程政

“这两天我要赶紧给西瓜上网、给
甜瓜打掐，不敢把时间耽误了。”眼下
虽然是寒冬时节，但在子长市杨家园
则镇杨二村的温室大棚里，却是暖意
融融，充满生机。1月14日下午，杨二
村 39岁的种植户吴杰杰正忙着给一
个个还未成熟的西瓜套网。一个月
后，他的西瓜将在春节期间上市，自己
这段时间的辛劳奔波将会有丰硕的回
报。想到这里，吴杰杰满脸喜悦。

让自己的孩子跳出“农门”走向城
市谋出路，一直是不少农村家庭的期
盼，但在杨二村里，种植户中却出现了
很多年轻面孔。很多已进城就业的青
年再次回乡，干起了父母种大棚的老
本行，成了“棚二代”。他们中有不少
人有见识、肯下苦、重学习，重新回到

“农门”创业。
吴杰杰是土生土长的杨二村人，

之前从事室内装潢工作，2014年村上
开始发展大棚产业，他就回家种大
棚。随着种植经验的不断积累和丰
富，他的收入也越来越高，日子越过越
红火。今年元旦期间，吴杰杰已经卖
了1棚甜瓜，收入有近4万元。另外1
棚甜瓜他打了“时间差”，预计在过年
期间和西瓜一起上市。

“过年期间是销售旺季，那时候客

户需求量也大，收入肯定要高一些。”
种植户吴杰杰高兴地说，“经过这几年
的发展，我的产业路越走越顺。我估
算了一下，3座大棚一年收入能有十
几万元，我就计划着扩大规模，再多种
两座大棚。我觉得，只要自己肯吃苦，
种植管理技术跟得上，大棚果蔬产业
发展肯定差不了。”

和吴杰杰一样，同村“85后”种植
户梁源种植大棚也有 8年时间了，主
要种植温室大棚草莓和甜瓜。大棚
内，一垄垄甜瓜香气四溢、草莓翠绿欲
滴，长势喜人。“我的甜瓜再有10天就
能上市了。去年，我的两座大棚的收
入有 6万元左右，今年的收入应该也
不错。”梁源说。

近年来，杨家园则镇杨二村扎实
推进废弃果园整治攻坚行动，将原有
残败果园建成温室大棚23座，有效遏
制了耕地“非粮化”，努力让每一亩“撂
荒地”都成为“增收田”，为农民致富增
收拓宽新渠道，为乡村振兴增添新活
力。村里不少“棚二代”等年轻血液的
参与，为大棚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如今，杨二村的大棚种植产业已
经形成规模，有了品牌效应，不少人慕
名前来采摘、选购。“我们通过品种、品
质、品牌不断优化，不断做大做强大棚

特色产业，真正让大棚种植成为带动农
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好产业。”杨二
村党支部委员王振兴说。

在杨二村，“棚二代”发展大棚产业有
着良好的发展条件。近年来，该村坚持打
造秀延河蔬菜产业带的产业布局，积极调
整农业种植结构，通过发展大棚果蔬种植
产业种出了好“钱”景，走出了组织强、产

业兴、农民富的增收致富新路子。
“我们将继续坚持以‘支部有作为、群

众得实惠、集体增收入’为目标导向，大力
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着力将党组织的
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产业优势相结合，
推动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为乡村振兴注
入不竭动力。”子长市杨家园则镇经济综
合服务站站长张晓丽表示。

● 吴杰杰在小瓜棚打掐

进行时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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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县探索联农带农新模式让群众获益多收益稳——

果儿红 销售热
通讯员 李进 舒捷 记者 孙艳艳

“大家看，咱们这个苹果上面带有
一个‘福’字，过节、办喜事、过寿送礼
时都特别喜庆。除了有‘福’字，我们
这里还有‘寿’字和‘囍’字，您想要什
么字，都可以联系我们……”1月 8日
一大早，走进陕西顶端果业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内，网络销售主播正面
对手机侃侃而谈，宣传推广销售洛川
苹果。生产线上的工人们正在麻利地
进行分拣、包装，一颗颗分选过的商品
果被装入精美的苹果箱，很快将会通
过快递运往全国各地。

临近春节，也是苹果集中销售旺
季，洛川县紧抓有利时机，采取政企联

动、线上线下等形式，多措并举开展销
售，促进洛川苹果火热销售，点燃乡村
振兴“新引擎”。

陕西顶端果业是洛川县本土苹果
营销企业，也是陕西省苹果电商龙头
企业，主要在线上各大平台推广销售
洛川苹果。目前，顶端果业在全网开
设了40多家店铺，通过专业的直播团
队进行运营，苹果销售形势非常喜人。

“临近春节，正值销售旺季，我们
的车间每天都是忙碌景象，每天销售
量大概在 5000箱至 6000箱。”电商销
售主管赵锋锋介绍说，公司所销售的
苹果都是来自公司自有的2万亩苹果

生产基地，公司的植保、园艺、农资等专
家团队会定期上门指导果农科学种植，
种出好苹果，再力争让好苹果卖出好价
钱。

陕西顶端果业苹果销量火热的同
时，也为周边群众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
不少附近的村民利用农闲时节，纷纷到
公司打工。

凤栖街道芦白村村民邵小英家有 5
亩果园，以前自己不懂果园管理技术，苹
果能卖五六万元。2018年，经过顶端果
业团队的“一条龙”服务，专家亲自指导，
苹果品质提高了，5亩果园能卖到 10万
余元。

“现在，我的果园收入提高了，平时
农忙时发展产业，农闲时可以来这里上
班，还能收入3万多元，为家里创造了双
份收入。”邵小英高兴地说。

与此同时，洛川延刚经贸果业公司
的生产车间也是一派繁忙景象，几十名
工人有条不紊地在分选线上忙碌着，一
个个色泽红润、大小匀称的苹果正通过
圆形硅胶托盘运上智能选果线，进行“照
CT”“做体检”。为保证苹果口感纯正，
延伸苹果产业链条，延刚果业还在洛川
县菩提镇组建了洛川民丰专业合作社，
通过合作社引导为加入基地的果农提供

“保姆式”“一站式”服务，不仅解决了果
农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抵御市场风险能
力弱等深层次问题，也让基地苹果品质
提高了。

“我们通过‘企业+合作社+社员+基
地’的模式，为社员提供了低价物资减少

农户生产成本。同时，公司还以每斤高于
市场价 2角的价格收购社员的苹果，而且
苹果入库后生产线可以为农户提供务工
岗位，每年可为群众增收90余万元。”洛川
延刚经贸果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赵
小奇介绍说。

提起加入延刚果业组建的民丰专业
合作社后的好处，凤栖街道好音村村民赵
军荣掰着手指算了一笔账：“合作社每年
给我们提供多次技术指导，让我们学到了
不少果树管理方面的知识。另外，合作社
还为我们提供平价农资，我们也可以免费
使用合作社的农用机械，每年我们还能得
到1000多元的经济分红。”

近年来，洛川县在抓好苹果管理的
同时，围绕苹果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推进
以苹果分选、包装、储运、加工、营销等
为主的后整理工作，探索形成了“订单生
产+定价收够+全网销售”等联农带农新
模式，加大农技帮扶示范指导力度。目
前，全县装备有 4.0以上智能选果线 38
条，每小时选果能力达 300 吨，全县
90.3%的果农户收入在 10万元以上，群
众在苹果产业发展中受益深、获益多、收
益稳。

“下一步，我们在品种培优、矮化种
植、科技研发、产业加工、园区带动和品
牌建设等全链发力，进一步助推果农增
收和乡村振兴，推动洛川苹果产业高质
量发展，力争到 2025年产业综合产值达
到 200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2 万
元以上。”该县苹果营销服务中心主任
王艳表示。

冬季的黄龙大地上，忙碌了一年的农民并没有闲
下来。三岔镇梁家山村，果园里一片热火朝天，不少
果农骑着三轮车前往果园，紧锣密鼓地忙碌起来。

“今天风不大，太阳照着人非常舒服，我们干起活
来还挺暖和。”果农雷勇笑着说，“果树冬管的学问可
大了，把树修剪好了能够保证通风透光、调节树体结
构、平衡树势……”谈到苹果管理，雷勇一下就打开了
话匣子。

要说雷勇掌握的这些“果树经”，还得感谢梁家山
村的党支部。为了进一步提升苹果科学管理技术水
平，进入冬管时节以来，梁家山村党支部动员果农积
极参与苹果管理培训，邀请县果业中心高级农艺师杨
鹏现场指导果树管理，为果农解答农业生产中遇到的
各种问题。

“随着这几年县上的培训和宣传，我们也知道果
树修剪的重要性了，自己慢慢掌握了修剪要领，苹果
产量是一年比一年高。”提到冬季果树管理，新庄村村
民尚振东感触颇深，他告诉记者，除了修剪，果树的涂
白工作也十分关键，既可以清除隐藏的病菌和害虫，
减轻枝梢抽条和冻害发生，同时幼树涂白后还可以有
效防止野兔啃食树皮。

随着果农管理技术的提升，不少果农也吃上了
“技术饭”。在果园里，大家各司其职，有的在修剪树
枝，有的在涂药，有的在拾树枝，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现在给果树剪枝的工资不错，一天有 150
元，一个冬天下来至少能挣五六千元。”果农汪润红乐
呵呵地说道。

田家少闲月。在“咔嚓咔嚓”的剪刀声中，一棵棵
果树变得挺拔有形。在阳光照耀下，果农们脸上洋溢
的笑脸也显得格外耀眼，寄托着来年丰收的期待。

在志丹县双河镇桃庄湾村的村集体大棚种植基
地，一座座日光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棚内春意盎然、生
机勃勃，为这个寒冷的冬天增添了绿意，也给村集体
经济增加了收入。

走进桃庄湾村的草莓大棚，令人陶醉的草莓芳香
扑鼻而来。畦垄的绿叶间，红彤彤的草莓色泽鲜亮、
圆润饱满，就像一颗颗红玛瑙，让人垂涎欲滴。

桃庄湾村党支部副书记白增鹏介绍说，桃庄湾村
2023年共种植了 8棚草莓，引进了两个新品种，色泽、
口感都很好。目前，草莓已进入采摘期，村上的8棚草
莓大多数已被驻地企业提前预订了，预计 8棚草莓收
入可达6万元左右。

除了草莓已抢“鲜”上市外，村里的 4棚西甜瓜也
长势喜人，即将进入采摘期。走进棚里，入眼便是一
片碧绿，藤叶之间一个个色泽光亮、圆润饱满的西甜
瓜映入眼帘，阵阵浓郁的甜香扑鼻而来，十分诱人，种
植户们也忙着打理藤蔓，为即将开棚上市做着最后的
准备。

“现在我们的管理技术提高了，产量也跟着提高
了。2023年，我们村集体大棚（总体）收入预计在50万
元以上。”白增鹏说。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桃庄湾村按照“一领两动”的总
体布局，坚持苹果产业与种植业发展相结合，探索和
谋划村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径。该村不断在大棚经济
上做文章，积极争取扶持资金135万元，改造和扩建标
准日光温室大棚 7座，引进新品种，探索新技术，有效
激发集体经济发展的“源动力”。

桃庄湾村包村干部同玉表示，今后，村上将大力
发展苹果产业与种植业，在传统种植西小瓜的模式
下，探索种植草莓、火龙果、樱桃等新品种，使村集体
经济持续增收。

本报讯（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温
巧莉）近日，吴起县庙沟镇大岔村苹果种
植户郭彦庆和家人利用冬闲时节，趁着晴
好天气，对苹果树过密的交叉枝、重叠
枝、病虫枝等进行剪除，一派忙碌景象。

郭彦庆告诉记者，2015年，他栽
种了 30亩苹果树，2019年开始挂果，
现在苹果树进入丰产期，去年收成和
效益都不错。前几天，他刚上完化肥，
现在开始修剪树枝、给树喷石硫合剂，
做好冬季管理，为今年丰产打好基础。

而在吴起街道，由包村干部、种植
大户等70余人参加的冬季果园管理培

训活动也正在举办。县果业技术发展
服务中心主任高伯明通过通俗易懂、
朴实简明的语言，详细讲解了清园灭
菌、果树施肥、整形修剪、病虫害防治
等技术要点，指出种植户在产业发展
中常见的果园管理误区并给予指导。

随后，技术人员现场对苹果树冬季
修剪作了示范，并组织果农进行了实际
修剪操作，确保学用结合到位。同时，
对果农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各类
问题答疑解惑。培训现场气氛热烈，互
动交流频繁，取得了良好效果。

“我家里有15亩鸡心果，去年收入

6万多元。今天通过学习，我了解到冬季
正是果园管护的好时机，回去后我要抓
紧时间修剪、清园，好好管护我的果园，
期盼今年苹果还能大丰收。”薛岔村村民
徐银萍满怀信心地说。

寒冬时节，万物蛰伏。果树此时进
入“休眠期”，正是冬季果园管理的关键
时期。通过修剪整形能更好地培养树
形、调整树冠结构、调整花芽树、调节枝
条质量和数量，促进通风透光、更新复壮
树冠、延迟衰老，为稳产高产打好基础。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基础。近年
来，吴起县因地制宜，抢抓农时，早谋划、

早安排，扎实开展冬季果园管理工作，坚
持把做大做强苹果产业作为加快发展现
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措施来抓，
强化政策引导，持续加大果树管护力度，
全面推进全县果园管理提质增效。

2023年，吴起县果业技术发展服务中
心共举办技术骨干培训 114场，农民技术
员培训54场，果农培训129场，共计培训2
万多人次。这些培训活动内容丰富，具有
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不仅让技术员、
果农掌握了果园管理的实用技术，同时也
增强了果农增收致富的信心，为吴起苹果
产业发展“充电蓄能”。

小康梦圆

人勤无闲时 田间管护忙
看小康走进乡村

冬闲忙出丰收年
记者 杜音樵 通讯员 高亚蓉 吕哲

桃庄湾人的“甜”日子
通讯员 朱志元 记者 方大燕

● 红彤彤的草莓色泽鲜亮

● 主播直播卖苹果

● 果农在果园对果树进行管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