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象小康

看小康走进乡村

眼下，正是宝塔区大棚果蔬大量
上市的时节。走进大棚，浓郁的果蔬
清香扑鼻而来，红的草莓，绿的甜瓜，
一派丰收的景象。

在河庄坪镇赵家岸村种植户薛永
强家的草莓大棚里，一颗颗红彤彤的
草莓映入眼帘。在绿叶间，草莓若隐
若现，犹如闪烁的红色宝石，色泽鲜
嫩，令人垂涎欲滴。

薛永强告诉记者，自己种草莓已
经有 4年时间了，目前草莓的收益还
不错。眼下正值寒冬腊月，草莓也进
入了销售旺季，每到周末来采摘的游
客非常多。

“你看，我们的草莓长势特别好。
区上的蔬菜中心经常给我们举办培训
班，还让我们出去学习、交流。平时，
蔬菜中心的技术人员也会经常到我们
这里，现场帮我们解决一些种植和管
理中的难题。其余时间我们有啥疑
问，也可以随时打视频电话咨询，及时
帮我们把问题解决。”薛永强说，“这几
天，我的草莓大量上市，每天能采摘五
六百斤，一年下来，光草莓就能收入
10万元左右。我种了 4座草莓大棚，
收益是一年比一年高，日子也是一年

比一年好。之后，我打算把草莓的品
质和产量再提升一下，让自己收益能
再多一些。”

这段时间，大棚里绿意盎然的还
有枣园街道温家沟村的大棚。村里的
大棚甜瓜也到了成熟采摘季，一颗颗
圆滚滚的果实挂满藤蔓，在翠绿藤叶
的掩映下，个个饱满。村民贺延梅满
脸喜悦，正在忙碌地采摘成熟的甜瓜。

贺延梅高兴地说：“我们种的甜
瓜品种产量比较高、口感好，很受市
场欢迎，有不少客商都是直接来大
棚里现场采摘。我们还在微信朋友
圈里推广宣传，线上、线下的消费者
越来越多。我的甜瓜每斤是 15元左
右，这 1座大棚 1年就能收入 6万元
左右。”

2023年，宝塔区蔬菜中心把大棚

产业发展作为农民增收的重中之重，在
河庄坪、枣园、冯庄、万花、青化砭等乡镇
新建成日光温室 500亩，在临镇、冯庄、
川口、万花、甘谷驿等乡镇新建成大拱棚
500亩，在河庄坪实施“三改一提”面积
1200亩。同时，积极做好临镇、枣园、青
化砭、冯庄、河庄坪、甘谷驿等果蔬菜产
业重点乡镇建棚的勘查、规划、培训等前
期准备工作，引导群众大力发展设施农
业，在扩规模、提品质、增效益上下功夫、
求突破。截至目前，全区蔬菜种植面积
6.97万亩（其中日光温室面积1.45万亩，
大拱棚面积 2.48万亩，发展食用菌 450
万棒），年产量 22.96万吨，产值 10.86亿
元。

宝塔区蔬菜中心主任尚炳炎介绍
说，2023年，区果蔬产业持续向好，果蔬
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产业结构不断丰富，
基地规模不断提升，农民持续增收。下
一步，区上将加大省市各级部门的对接，
不断扩大基地规模，加强技术服务，持续
推进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引进，进一步提
升果蔬产业效益，支持辖区龙头企业做
大做强，切实推动宝塔区果蔬产业转型
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保障城乡居民果蔬
供应和质量安全。

果飘香 引客来
记者 王静 通讯员 杨晓霞 郁小鹏

● 游客采摘新鲜草莓

他力量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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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梦圆

修路、架桥、建广场……在延长县
交口镇的西苏家河村，活跃着一支充
满青春活力的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工作
队。队员们把农村当成热土、把基层
当舞台、把驻村当事业，用脚步丈量着
村里的每一寸土地，用心用情用力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把一件件民生实事
都做到了群众的心坎上，他们就是陕
西省林业局派驻延长县交口镇西苏家
河村驻村工作队的驻村干部。

西苏家河村位于延长县城以东
15公里处，下设西苏家河、滑里河、董
家角 3个村民小组，总耕地面积 4504
亩，主导产业为苹果、红薯、玉米。
2014年，陕西省林业局帮扶工作队入
驻西苏家河村，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帮扶工作，为当地产业发展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10年时间里，我们西苏家河村
在省林业局的帮助下，发生了天翻地
覆的变化。特别在产业发展上，工作
队对我们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帮扶，使
村民在苹果和红薯这2项产业的收入
都翻了倍。”该村党支部书记孙光海
说。

据了解，2014年至 2021年，工作

队协调帮扶资金，为西苏家河村新修
了 3条果园生产路，维修了 8条生产
路，新建了272亩果园防雹网和124口
集雨水窖。同时，实施了村庄巷道绿
化及休闲广场美化项目，建造 2座中
大型广场、3座微型广场，修建庭院花
坛 5座，栽植沿路观赏花卉 4.5公里，
为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2022年，驻村工作队又协调帮扶
资金400万元，为西苏家河村修建了2
座生产桥，维修沙石化生产路6公里，
并实施 400亩水肥一体化灌溉设施，
安装 80个诱虫杀虫灯，购买了 142台
打药机、除草机、旋耕机等微型机械，
有效提升了苹果和红薯种植的管理水
平以及产量的不断提高。

村民董存金就是生产桥修建后的

获益者。
西苏家河位于沟道，一条小溪穿村

而过。据董存金介绍，他在小溪对岸种
有 50亩玉米，以前他都是踩着石头过
河，经常会不小心弄湿鞋子。尤其到了
玉米的成熟季节，来往运输更是不便。

“自从把桥修建好了，不管是种地，
还是收玉米，我都非常方便，这座桥确实
是帮了大忙了。”董存金感激地说。

在产业帮扶的同时，省林业局还立
足生态帮扶，投入 50万元，积极推进林
长制示范村建设，安装了道路、山地监控
系统。

据驻村工作队队员阮班杰介绍，林
长制监控系统在提高防火、野生动植物
保护监测能力，确保森林生态资源安全
的同时，也可以监控村庄道路安全情况，
提升村民安全感，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
水平。

“乡村振兴不仅是我们的工作和使
命，更是责任与担当。”省林业局驻西苏
家河村第一书记张智说，“驻村工作中肯
定会遇到不少困难，但我相信，只要大家
一起努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
没有干不好的事，西苏家河村肯定会越
来越好。”

近日，在洛川县老庙镇沟头村党群服
务中心，县财政局联合平安产险延安中心
支公司开展“乡风文明100行动”洛川站活
动。活动中，平安产险延安中心支公司与
沟头村党支部签订协议，并为沟头村党支
部捐赠了电脑、打印机、沙发等物资。

据了解，“乡风文明 100行动”是平安
产险旨在全面助力乡村振兴在全国开展
的大型活动。通过与基层党支部合作开
展试点，利用党建引领，共同打造党建基
地、致富基地，用保险和科技助力乡村振
兴。

通讯员 王文斌 摄

干好件件实事 留下片片真情
——省林业局驻村工作队帮扶小记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李浩楠 苏乐

● 驻村工作队走访群众

金融活水助振兴

“快到春节了，我们家的香瓜也刚好上市。现在香瓜
的市场价格不错，春节前后，我的香瓜收入肯定差不了。”1
月23日，在子长市杨家园则镇杨一村大棚户杨军的大棚
里，看着一个个饱满硕大的香瓜，他满脸笑意。

陕北的冬季万物萧条，室内室外冰火两重天。春节
期间，平常忙碌的人都会闲下来，不少会来到大棚里采摘
瓜果。了解到广泛的市场需求，距城区较近、有着良好地
形和供水条件的杨一村从多年前就流转土地，发展大棚
产业。2015年，43座温室大棚从村上拔地而起，20多户
村民各自分别承包了 2至 3座大棚，并在 2016年年底就
享受到了第一波红利。

55岁的杨军有 2座大棚，分别换茬种着草莓和香
瓜。“种植大棚效益不错，我第一年就挣了 9万元。”回忆
起当时的情景，杨军脸上的笑意就多了几分。当时恰逢
孩子结婚买房，当他小心翼翼地把第一年种大棚的收入
全部交到孩子手上，他们都难掩激动。想到孩子成家、大
棚挣钱，杨军感受到了“双喜临门”的喜悦，杨军的幸福感
油然而生，也更加坚定了他继续发展大棚产业的决心。

杨军开始认真琢磨钻研起了种植技术。一开始，他
常常邀请技术专家给自己指导，逐渐提高种植技术。如
今，他也成为了村上的“土专家”，经常有种植户向他请教
大棚种植的相关问题。

“你看，我的香瓜虽然熟了，但叶子是不是依旧长势
旺盛？”杨军自豪地问记者。在他的大棚里，瓜苗攀着铁
丝蜿蜒盘旋，瓜叶翠绿欲滴，瓜叶间个个香瓜垂吊，瓜香
四溢，令人垂涎欲滴。

除了香瓜，杨军种植的草莓也长势良好。在他的草莓
大棚里，熟透的奶油草莓散发着香甜味道，沁人心脾，蜜蜂
在白色的小花间穿梭飞舞，杨军打掐着草莓苗。幼果该怎
么留？肥该怎么施？风口怎么用？他有自己的“诀窍”。

“每过两三年，我就改良盐碱化的土壤，施用农家肥，
定期给土壤消毒，确保好土地生长好苗子，同时加强管
理，提高收益。”在杨军看来，既然准备长期主打采摘，就
要精细化管理，宁愿少结果、少挣钱，也要保证果品质量，
留住回头客，让采摘产业长盛不衰。

这几年来，杨军每年种两茬草莓、香瓜，至少净赚4万
元。他的这茬香瓜预计产出2000斤，就是全部送到市场
批发销售，也能净赚1万元。而草莓正生长茂盛，他预计，
至少到3月，都会是盛果期，销路也不用发愁。

“到正月初二、初三，我还会栽新的香瓜苗。到时候，
又是一笔新的收入。”又快到春节了，展望着来年的发展
前景，杨军自信满满。

大棚种植户杨军：

瓜果不愁卖 日子更甜蜜
记者 叶四青 殷宇峰 实习记者 强雨欣 李汶涛 通讯员 张龙

“咱们果农在起货时必须要拿到果款，不能因为有苹
果经纪人，也不能因为平时关系好，就直接让客商把苹果
拉走……”农闲时节，在洛川县交口河镇伏益村果农屈晓
刚的家中，前不久刚刚获得洛川县“十大金牌调解员”的
陈晓宏正和同事入户宣传果农防止赊欠果款基本常识，
并对交易纠纷满意度做回访。

今年 49岁的陈晓宏是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苹果
交易管理办公室的一名调解员。1996年担任监管员后，
陈晓宏在日常工作中就善于调解一些矛盾纠纷，随着洛
川苹果产业发展，苹果交易纠纷也就比较多。2004年，他
开始从事苹果交易纠纷调解工作。

苹果采收期间，果农和苹果经纪人、果商虽然签订了
交易合同，但有时会忽略签订合同时需注意的苹果外在
质量细节，导致苹果交易纠纷较多。

果农屈晓刚家有 8亩果园，2023年装苹果时遇到了
交易纠纷，他第一时间联系了苹果交易管理办公室前来
调解。接到投诉后，陈晓宏和同事赶到现场，把涉事双方
召集到一起了解情况，掌握双方诉求，开展“面对面”“背
对背”基础化解。

“当时果商来订购了我2处果园的苹果，第一处园子里
的苹果按照合同标准装得很好，第二处园子的苹果没有按
标准装货，就和果商发生了纠纷。”屈晓刚告诉记者，最终，
经过调解员的调解，双方得到了满意的调解结果。

像屈晓刚这样的纠纷，陈晓宏已经调解了不少。做
了12年苹果生意的浙江苹果客商王汝强，在收购苹果过
程中，有时候免不了与果农发生一些矛盾纠纷，遇到处理
不了的问题，他都会及时联系调解员。

“有一次在装货期间，果农没有按照合同办事，我们
双方就发生了纠纷。我给调解办公室打了电话，他们及时
来到现场给我们重新调节估了价。”对于纠纷调解很是满
意的王汝强说，“只要打电话，苹果交易管理办公室工作人
员都能及时到场，认真核实情况，公平公正地处理问题。”

陈晓宏从事调解工作近 20年，一直努力学习《合同
法》《仲裁法》以及经典案例，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
调解能力。遇到问题能聚焦果农、果商、经纪人三方急难
问题，积极推进纠纷“快调、快结”机制，全心全意为果农、
果商、洛川主导产业服务。

“陈晓宏处理每一起纠纷都很用心，他会与果农、果
商进行深入细致地沟通交流，让他们站在对方的立场看
待问题，找到一个平衡点来维护双方的利益。”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苹果交易办公室主任雷艳霞说。

“我很喜欢调解员这份工作，能为群众干点实事。从
刚开始杂乱无章到慢慢理清头绪，让当事人达成和解，每
次调解成功后，我心里既有欣慰也有满足。”陈晓宏说。

20年来，陈晓宏参与调解案件达上千起，调解成功率达
90％，为果农、果商挽回经济损失1500余万元，有效地维护
洛川苹果交易良好市场秩序环境、保护苹果产业健康发展。

“我还要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努力提高自身
的政治素质，认真钻研业务，不断探索解决好苹果交易过
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要把人性化的服务还原到同果农
群众、经纪人的沟通上，帮助
果农提高收入，为洛川苹果销
售做好‘嫁衣’。”陈晓宏说。

苹果交易调解员陈晓宏：

为洛川苹果销售做好“嫁衣”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吴舒捷 李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