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行时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 郭玉侠 记者 孙艳艳） 1月
14 日，记者从河北省举行的乡村振兴品牌节上获
悉，在该品牌节年度荣耀盛典上，洛川苹果荣登

“土特产大众口碑百强榜”，并获得了荣誉奖牌。
据了解，本届乡村振兴品牌节，以“赋能乡村振

兴，建设农业强国”为主题，活动期间，多个国家级
涉农单位、地方政府、龙头企业、权威媒体、科研机
构等共同推介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分享怀来和全
国乡村振兴优秀地区的经验和做法，为乡村振兴
品牌建设汇众智、集众力、聚众能。

洛川苹果产业经过 76 年的发展，种植面积达
到 53万亩，人均 3.3亩，位居全国之首，成为洛川规
模最大、链条最全、持续效益最好、从业人数最多、
对农民增收贡献最大的特色产业。先后获得国内
外 280余项品质大奖，品牌价值达到 829.16亿元。

目前，洛川县共装备了数字化智能选果线 36
条，每小时选果能力达 300 吨，可以对全县 90%的
苹果进行精细化分选，确保苹果规格统一、质量稳
定，使洛川苹果的优果筛选率从 50%提升到 94%，
使每公斤苹果平均售价提高 1至 2.4元，带动果农
增收 4.8亿元。该县苹果产业研发中心开展试验研
究课题 27 个，取得各项专利 9 个；培养职业农民
1578名，其中中高级职业农民超过 200名。

根据《关于推进洛川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八
项重点任务》，到 2025年，洛川县要实现苹果产业
综合产值 20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 2万元的
目标，将“洛川苹果”打造成千亿级民族品牌。

洛川苹果品质优良
荣登“土特产大众口碑百强榜”

看小康走进乡村

天寒地冻，甘泉县道镇道镇村的
温室大棚里却温暖如春。该村村民郭
红雨大棚里的西红柿长势正旺，他正
忙着将一串串熟透了的西红柿摘好、

分类并装筐，等待客商前来收购。分
装好的西红柿红彤彤、圆嘟嘟，十分诱
人。

“我有1座大棚，种的品种是孚瑞

加A18，这种西红柿吃起来口感好，外
表色泽艳丽，产量也大，而且在硬度上
能够满足长途运输的需要，所以每年
西红柿熟了，周边县区的客商都抢着
来收购。”说起自家的西红柿，郭红雨
喜不自胜。他种植西红柿已有 20多
年的时间，经验丰富，是远近闻名的

“种柿能手”。
“喂，大龙啊，你过来了？我把

你的西红柿都装好了。”接到客商的
电话后，郭红雨赶紧走出大棚。客
商的装运卡车已经来到棚外，郭红
雨夫妇急忙开始搬运一箱箱西红
柿。

“我来这边收购西红柿，然后再拉
到洛川县去卖。我首选就到道镇村收
购，这里的西红柿品质好、耐运输、距
离近，我两天过来一趟，一趟能拉七八
千斤。”洛川县的果蔬收购客商杨大龙
说，这里种植的果蔬品质好，回头客
多，种植户也实诚，他经常来这里收
购。

“西红柿批发价是每斤 2.3元，1
棚西红柿产量 1万多斤，我的收入有
将近 2万元。卖完西红柿，我们准备

再卖甜瓜。一茬甜瓜，每斤能卖 14元，
我能卖近 7万元呢。”郭红雨说，西红柿
和甜瓜让他一年的收入有 9万多元，比
外面打工强多了。

近年来，道镇大力发展日光温室
精细果蔬产业，鼓励各村种植户种植
反季节蔬菜、水果，不仅优化了冬季
农业的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也
让群众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产业
之路，把农闲时间变成群众增收致富
的农忙时间。

道镇村通过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因
地制宜，精准施策，形成了“川道菜，拐沟
畜，山上果”的产业发展格局。目前，村
里有大棚36座，种植有甜瓜、西红柿、辣
子、黄瓜等果蔬，村民人均纯收入约
14700元。

道镇村党支部书记丁文元说，目前，
村里部分旧棚存在钢架老化、后屋面破
损、采光效果差、储温能力低等问题，后
续他们将积极筹措项目资金，推进老旧
大棚维修。同时，加强技术培训，让更多
种植户能“科学种田”，成为高素质农民，
让大棚蔬菜的产量越来越高，让道镇村
蔬菜产业发展得更加兴旺。

温室大棚 越种越甜
记者 白雪 吕辰雪 通讯员 白腾 许艳峰

● 郭红雨采摘西红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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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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力量乡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张敏 吴舒捷 记者 孙艳艳）
“焊立缝最常用的这两种手法，一种是Z字形走法，另
一种是反月牙走法……”近日，在洛川县杨舒便民服
务中心的广场上，培训老师正围绕焊工技术为学员进
行培训。

天寒地冻，培训现场却热火朝天。培训老师采取
“理论＋实操”双结合的教学模式，高标准施教，讲授
焊工基础、电焊安全等知识，帮助学员掌握焊工技术
要领，并现场指导学员进行演练。

杨舒便民服务中心居生村村民赵刘军家里没有
果园，平时靠打工为生。这次培训，他想通过系统全
面的学习，提升自身理论和实操水平。

“我以前在厂子里跟别人学过，但是技术还不
行。这次学习了以后，技术方面进步了不少，一些小
活儿自己就能干了。”赵刘军说。

据了解，为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群众掌握一
技之长，去年以来，杨舒便民服务中心先后开展了电
子商务、短视频、苹果生产等各种培训，有近千人从中
受益。此次焊工培训自去年11月底开班以来，已培训
两期，共有近 200人结业，第三期、四期也已经预报名
143人。

培训提能力 技术学到手

种下“希望树”挑起“金扁担”
记者 贺秋平

● 趁着冬闲，王玉双在自家果园忙碌

近来，虽然天气寒冷，但是对于黄陵县阿党镇河
堤村新村组的梅花鹿养殖户们来说，心里却是暖意
融融，他们的梅花鹿崽都找到了买主。

“养梅花鹿一年多就见到了‘回头钱’，我们全家
能过个好年。”刘康民是养殖户中的其中一户，2022
年，在县、镇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他从东北引进了
20头梅花鹿，2023年繁殖了 15头，一年多的时间就
实现了回本盈利，这让他高兴得合不拢嘴。

“2023 年，我养殖的梅花鹿销路非常好，在我
们当地就能点对点地进行销售。今天，我们就有
15头出栏，一共算下来，我能卖 9万多元。”刘康民
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宽敞的圈舍里，体态优美、
温顺可爱的梅花鹿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十分惹人喜
爱。在当地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梅花鹿养
殖户和收购商分工协作下，一只只梅花鹿崽被装车
出售。

细数养鹿的收益，刘康民告诉记者，梅花鹿浑身
是宝，不仅能卖鹿崽，还能卖鹿茸、鹿血等鹿副产品，
也能给自己带来不错的收入。仅去年一年，自己家
光鹿茸就卖了 3万多元。说起自己养殖梅花鹿的经
历，刘康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养梅花鹿风险小，还减少了劳动力。比如说这
21头鹿，我一个人就能喂养，早上喂一次，晚上喂一
次，不是特别复杂，一个人就可以操作。”

如今，在阿党镇河堤村，“呦呦鹿鸣”已成为农村
美、农民富、农业兴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黄陵县将梅花鹿养殖纳入特色经济动
物养殖，先后出台了梅花鹿养殖场奖补政策和农户
庭院养殖奖补政策，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户发展梅花
鹿养殖业。目前，全县共有梅花鹿养殖场 7个，庭院
养殖户15户，存栏梅花鹿2000多头。

特色养殖蹚出致富“鹿”
通讯员 曹海军 党静 记者 姜顺

“2023年，我们家种苹果收入了
14万余元，3个孩子的学费和全家的
开支全靠这小小的苹果树了。”隆冬时
节，寒意阵阵，在宝塔区柳林镇南庄河
村，果农王玉双正忙着清理刚修剪下
来的果树枝，尽心尽力照看着挑起全
家幸福生活的“金扁担”。

在果园里来来回回地搬运树枝，
不一会儿，王玉双的额头上就渗出了
密密的汗珠，脸上却始终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自从2011年当地政府大力支持
农民种植苹果树后，我的日子是越过
越有盼头了。”41岁的王玉双和家人
种植苹果已有10余年的时间。如今，
她的果园面积达到了11亩，年收入基
本稳定在10万元以上，这是她以前从
来没有想过的好生活。

在没有发展苹果产业之前，王玉
双和丈夫常年在外地打工，一年下来
勉强够全家人的生活开支。“那时候，
我们家的老人在家种了些苹果树，但
因为果树品种老化、管理技术落后，导
致苹果产量低，口感也不好。一年辛
辛苦苦忙下来，就只能收入几千元，最
多的时候也只能卖 1万多元，都不够
辛苦钱。”王玉双感慨地说，幸好那会
孩子还小，家里开支也不大，勉强能维
持全家人的基本生活。

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用钱的地
方越来越多，王玉双和丈夫打工挣的
钱已经不够供孩子们读书的费用了。
再加上家中还有老人和孩子都需要照
顾，她和丈夫思虑再三后，还是决定回
到村里发展。

夫妻俩回村后不久，就遇到了当地
大力发展苹果产业，这也给全家找到了
一条生活的好出路。“当时政府不仅给
发树苗、送防雹网，还经常安排技术员
来培训果园管理技术，让我们发展苹果
产业的信心很足。”王玉双说，除了培
训，她的丈夫还喜欢在网上学习一些先
进的管理技术和销售模式，种出来的苹
果不仅品质好，销路也不错。

“果园虽然都在山上，但现在都是
水泥路，也不用担心车上不来。种苹
果的时间久了，我们也有了稳定的客
商，都是上门直接收购，村上也有合作
社，苹果根本不愁卖。”王玉双说，2022

年，她的苹果收入有 13万余元，2023
年收入了14万元，一年更比一年好了。

目前，王玉双的两个女儿都在西
安上学，儿子在本市读小学，3个孩子
上学的花费全靠苹果树。“要不是种苹
果收入高，我们家里根本负担不起孩
子读书的费用。”王玉双说，现在的生
活自己特别知足。

如今在南庄河村，很多农民像王
玉双一样，依靠苹果产业走上致富路，
苹果产业已成为全市覆盖面最广、从
业人数最多、持续效益最好、对农民增
收贡献最大的特色产业。该村苹果种
植面积达到了4400亩，已成为乡亲们

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我们村是 2011年发展的苹果产

业，当时是柳林镇上发展产业最晚的一
个村，但现在却是全镇苹果产业发展最
好的一个村。”南庄河村党支部书记高祥
自豪地说，这一方面得益于村民种植苹
果积极性高，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政府的
大力支持。“小到包括翻地、发放果苗、防
雹网及矿物质农药，大到修建果园上山
的道路，我们对村民的支持力度非常
大。”高祥说。

为了进一步向苹果产业要效益，
2018年，南庄河村成立了合作社，带动
果农科学管理果园。2022年，村里又建
起了小冷库，走上了电商道路，通过合作
社收购果农的苹果，线上将村里的苹果
出售，发往了全国各地。此外，该村还积
极探索苹果产业种植新路径，带领村民
进行老果园改造，打造了 100亩矮砧密
植苹果示范园。

“如今，我们全村的苹果在向着有机
方向发展，口感好，卖得也好。”高祥忍不
住感慨，苹果产业成为村民发家致富最
好的产业。依靠小小苹果树，乡亲们现
在的生活过得越来越红火。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2023年，
宝塔区果园面积发展到32.15万亩，产量
43.3万吨，产值 24亿元。“2023年，我们
争取到资金2000多万元，主要用于苹果
产业方面的坑施肥水、豆菜轮茬、病虫害
防治等，目的就是把宝塔果业做成安全、
健康、高效、持续发展的产业，为广大果
农奠定基础，使苹果产业更好地发展，让
农民收益越来越好。”宝塔区果业局副局
长姚杰说。

“你好，你们两位来办理什么业
务？”

“我想流转一点曹耀清的土地。”
“流转土地后打算做什么？”
“我们想种点玉米，发展产业。”
…………
眼下正值冬季农闲时期，但志丹

县旦八镇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站工作人
员却闲不下来，他们正忙着给村民办
理交易手续。

“我就是想趁着农闲过来把手续
一办，好为明年早做打算。”正在办理
土地流转手续的村民曹振斌笑着说，
在产权交易中心交易，他更放心，再加
上有好政策，承包起来底气更足。

旦八镇吊坪村沟壑纵横，是典
型的沟道村。村子占地 6.6万亩，经
常撂荒的土地大约占 700 亩。自

2017年志丹县成立了农村产权交易
中心后，吊坪村就将撂荒地全部流
转回来发展了苹果产业，种植富硒
农产品。2023年，村集体收入达到
30万元。

“我们将流转回来的土地进行了
优质管护，发展苹果129亩，种植富硒
农产品188亩。目前，我们村撂荒的
土地已经全部清零。”吊坪村党支部书
记曹兴龙笑着说，今后我们村还将加
大富硒农产品种植规模，带领全村村
民共同致富。

截至目前，旦八镇农村产权交易
服务站共受理土地流转交易 286宗，
流转面积6625.81亩，交易金额1983.7
万元。旦八镇农业经济综合服务站站
长纪雅云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加
强对农村产权交易政策的宣传，提升

群众知晓率，同时加强业务干部能力
提升和村级联络点管理，为群众提供
更便捷优质的服务。

资源盘活了，扶持政策也得跟得
上。为了更好地促进村民增收致富，
志丹县委、县政府出台了《激励扶持现
代农业全面提升的十条措施》，凡农民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产业大户、村
集体经济组织等经营主体发展农业产
业的，面积达到50亩及以上的以奖代
补 1.5万元；100亩及以上的以奖代补
3万元；200亩及以上的以奖代补 6万
元。以此类推面积每增加100亩奖金
增加 3万元。实行一次性奖补，奖金
分 3年兑付，第一年兑付 50%，第二、
第三年各兑付25%。

“政策好，咱们更要好好努力了。”
家庭农场场主曹龙笑着说，自2021年

创建家庭农场以来，他共承包了 285亩
土地，主要种植玉米、土豆、荞麦等，一年
下来收入大约50多万元，他现在越干越
有劲了。

志丹县紧紧围绕“深化农村改革、
盘活集体资产、激活交易市场、促进产
权赋能、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六条主线，全力推进“信息发布、产权交
易、法律咨询、资产评估、抵押融资”五
项职能，实现全县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组织合法化、交易规范化、操作流程
化、管理制度化、资源利用最大化”五化
目标，努力探索总结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的“志丹经验”。该县累计办理流
转业务 3902宗，流转面积 6.72万亩，交
易金额1.61亿元。

目前，志丹县已经成功入选全国农
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整县（区）试点。

小康梦圆

“唤醒”撂荒地 闲田变良田
记者 方大燕 刘振振 通讯员 杨耀武 李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