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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河湾镇云坪村葡萄在安塞小有名气，其中，种植瓜果收益较好的
就有种植户李龙。2月27日一大早，记者走进李龙的种植大棚，他正忙
着培育幼苗，一株株绿油油的幼苗整齐排列，承载着下半年丰收的希
望。

“我种的水果，口感好，价格也高些，一年收入个十来万元不在话
下。”聊起水果，李龙滔滔不绝，黝黑的脸上焕发出光彩，眉眼间漾着
笑意。

李龙是安塞区沿河湾镇云坪村村民，2017年，返乡创业的李龙，种
植的新品种葡萄——户太八号丰收，他拿着一串串葡萄挨家挨户地介
绍，让村民们品尝，村民都感到这个新品种口感好，比老品种耐保存，产
量也高，大家开始在李龙的指导下开始了葡萄种植的转型，现在村里面
光户太八号换代已经达到了 210亩左右。农户的管理技术不断提高，
从原来的一亩5000元到现在一亩1.3万元，去年，仅葡萄一项产业全村
就收入280万元。

“近几年，种西瓜、小瓜、葡萄、蔬菜就是我们村的特色产业。我
以前也种过别的，还是种蔬菜、水果好，价钱高、销售快，相对来说收
益也快。几年的种植经历也让我有了些经验，现在的品质越来越
好。销售这方面，我也不愁，老客户还是不少。”李龙边说边忙活着手
里的活。

李龙和妻子整日就泡在大棚里，大棚的日常管理、采摘都是他俩亲
力亲为，虽然辛苦，但是李龙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种大棚工作强度也不算太大，时间也自由，苦也不重，收入还稳
定。不出家门就能挣到钱，还能照顾家里的生活，这叫什么都不耽误
啊。”李龙笑着说。

近年来，云坪村把大棚蔬果产业逐步向科学化种植、规范化发展、
产业化经营模式转变，持续壮大村上特色农业产业和乡村文化，不断激
发村民生产动力，实现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现在，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生活也越来越好，这还得感谢党和
政府的好政策，感谢村上的帮扶干部，是他们一步一步把我们领上了致
富路。”李龙由衷地说。

近年来，随着大棚产业种植面积不断扩增，从最初种植西红柿、黄
瓜等单一品种到现在的黄瓜、辣子、西瓜、葡萄、樱桃、小瓜等反季节水
果的转变，棚栽业的发展在不断壮大，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弊端，比如销
售不畅、产值不高、价格偏低、品牌度低等问题。为此，招安镇一方面引
导村民提升果蔬品质，另一方面畅通收储、销售渠道。这几年，利用闲
置的集体土地招商，引进建设贮藏能力100万公斤的蔬菜分拣中心，可
以解决当地蔬菜和水果因天气、道路、品牌等各方面原因不能及时销售
的问题，还能带动当地农民就业。

据了解，2022年，安塞区与上海容邦、西安黄马甲等企业达成订单
销售、品牌培育方面的合作，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了蔬菜价格，增加了
农民收入和蔬菜整体效益。

目前，安塞区集中连片区域蔬菜基本实现分级包装销售，通过分级
包装销售，蔬菜价格平均每斤提高0.3元。在保障周边市县和西安市场
供给的同时，安塞蔬菜还销往银川、武汉等地，已形成稳定的销售市场，
特别是安塞西红柿、茄子在西安的市场占有率已超过60%。

全产业链集聚品牌效应。近年来，安塞区成功注册“塞北鼓乡”“鼓
乡菜圃”“鼓乡绿园”等7个蔬菜商标，“安塞茄王”“侯沟门黄瓜”等多个
果蔬品牌深受西安、武汉等地市场欢迎。

目前，安塞区建成蔬菜分级包装点3个、蔬菜净菜加工生产线2条，
建起果蔬预冷保鲜库1.8万立方米，年净菜加工能力1000吨以上，实现
产值2400万元。

农业产业发展好不好，农民最有发言权。种大棚的好收益让李龙
对未来的好日子信心十足：“我家种植大棚基本都是一年两茬，四季都
有好收成。要想过上好日子，这大棚，我以后可得好好种呢。”

全产业链集聚品牌效应

特色产业百花齐放

走进安塞区建华镇保老庄村，一座座日光温室大棚里，一簇簇鲜嫩
的辣椒挂满枝蔓，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挑拣、装箱。

“今年辣椒的产量很高，价钱也不错，批发价每斤都在 2.5元以上，
在最忙的时候，全家人都要上手采摘。”种植户冯德贵一边忙着打掐辣
椒枝蔓上细嫩的拐枝，一边告诉记者，他家这棚辣椒已经种了 3年多
了，收入一年比一年好。

“这棚辣椒个头大，颜色好看，吃起来皮薄脆辣，产量也高，到现在
已经采摘了两茬。”冯德贵说，儿女们早已成家，他们老两口也不想闲
着，就开始种起了大棚。

冯德贵说，现在农民只要有发展产业的愿望，各级政府从基础
设施到技术指导方面都给予最大的支持和帮助。“大棚不用自己建，
政府建好，我们农户承包，不会种的也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指导，很快
就能上手。只要肯踏踏实实地劳动，光景就能过得好。”冯德贵高兴
地说。

建华镇坚持把产业发展、鼓励就业创业作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大
力发展设施农业产业，积极鼓励、引导、扶持农民留乡发展，持续推进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其中，设施蔬菜
是安塞区农业主导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已逐步成为陕北设施蔬菜种植
第一大县区。

安塞区沿河湾镇云坪村种植户王娜家的茄子大棚内一派喜获丰
收、温暖如春的景象。大棚里高高的茄子枝蔓上枝叶翠绿，一个个油紫
鲜亮的茄子挂满枝头，长势喜人。云坪村的温室大棚茄子获得大丰收，
种植户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最近真是忙坏了。尤其是这几天，我每天都忙着采摘、出货，一刻
也不敢耽误，一天基本就在大棚里忙着。”王娜高兴地说，“累是真累，高
兴也是实打实高兴。我一共种了两棚茄子，预计能产 5000多公斤，销
路也不用发愁，收入肯定差不了。”

以前，王娜家主要种植大田葡萄，后来她与村上其他大棚茄子种植
户交流，发现种植茄子的市场和前景都很好，收入也要比大田葡萄多一
些。之后，她就开始种植大棚茄子。

“种植大棚茄子真是个精细活儿，必须要用心好好管理。”王娜说，
她家种植茄子已经好几年了。在农业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她在实践中
不断地揣摩、学习，现在也算是村上种植大棚茄子的一把好手了。“你看
我种出来的茄子光泽度高、品相好，产量也高，特别受客商的欢迎，每年
的纯利润至少在 3万元以上。”王娜一边说着，一边高兴地向记者展示
自己种出来的茄子。

近年来，安塞区委、区政府坚持把设施蔬果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推动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来抓，狠抓设施蔬菜基地建设、“三改一
提”关键技术集成推广、蔬菜精深加工、反季节水果市场营销等，不断鼓
励农民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有力推动了设施蔬果产业高质量
发展。

产业兴，则百姓富。在安塞区，“菜篮子”鼓起了不少村民的“钱袋
子”，让当地群众的种植积极性越来越高。

“在党的好政策指引下，咱农民的日子真是越过越好。”王娜说，下
一步，她还要进一步提升大棚种植管理技术，再扩大种植规模，多采用
新设施、新设备、新技术把大棚茄子种得更好，把日子过得更美。

大棚里的“春天”
——安塞区大力发展设施蔬果产业纪实

通讯员 吴静 记者 朱佳雨

走进安塞区化子坪镇河西沟村漩水湾大棚种植基地，一座座新型
日光温室大棚内暖意融融，一行行绿意盎然的草莓秧蔓间，密密匝匝的
白色小花点缀其间，更有不少已经成熟的草莓露出鲜红的“脸蛋儿”，分
外惹人喜爱。偶尔几只蜜蜂嗡嗡飞过，忙着给草莓花授粉，整个大棚一
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村上建成大棚基地后，我们一家人就商量好要种草莓，发展产
业。”大棚草莓种植户杨光胜说，这些年，自己身边越来越多人靠着种大
棚发家致富，年收入非常可观，给家里买了房，还有多余的收入能给家
人买保险，他就想着依靠发展大棚产业致富。

“现在种大棚的技术非常成熟，只要你肯下功夫，区上和镇上
的技术员随叫随到，不管遇到啥技术困难，随时都有人帮助和支
持。”杨光胜说，他家今年一下子就种了 3座大棚草莓，在技术员的
精心指导下，他就像管孩子一样仔细管护这 3棚草莓。草莓何时栽
苗、如何浇水、怎么授粉，都严格按照技术要求种植，他的草莓现在
长势非常好。

“我的1座大棚草莓上个月已经‘抢鲜’上市了，来采摘的顾客品尝
后都说味道特别好。还有一部分草莓，也早早就被安塞城区的水果店
预订。”对于种大棚草莓取得成功，杨光胜感到特别高兴。他说，自家的
3棚草莓在栽苗之初就是按照错峰上市来安排种植的，上市后价格肯定
低不了，收入当然也少不了。

近年来，化子坪镇积极创新农业发展模式，下功夫在“大棚经济”上
做文章，大力培育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切实增加农
民收入。该镇河西沟村是一个典型的油气开发村，此前群众发展产业
的动力不是很足。

“为此，我们一方面积极强化长效产业基础，建成大棚产业基地 5
个。另一方面，我们下大力气动员村民发展大棚种植业，其中河西沟
村漩水湾 49座 5875米大棚已经全部投产使用，真正实现了村民不出
门，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赚。”村党支部书记李林玺说，河西沟村建
起大棚以来，已经吸引了不少村民回村种植大棚，甚至还有周边的一
些村民到河西沟村租种大棚，既给村集体带来了收入，也增加了种植户
的收入。

“目前，河西沟村村民年人均纯收入已达到1.5万元。下一步，我们
将继续鼓励大棚种植户持续提升种植管理技术，不断改良升级种植品
种，进一步拓宽大棚草莓等反季节水果销售渠道，让河西沟村人的钱袋
子更加鼓。”李林玺说。

据了解，化子坪镇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积极发展大棚产业，不断推进“一镇多品牌”

“一村一特色”，下大力气实施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市场化建设，用
心打造市场潜力大、区域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主导产品和产业链，大
棚种植管理技术越来越好，产品品质越来越高，销售市场越来越大，地
方品牌越打越响，村民收入越来越高。

目前，全镇累计建成大棚种植基地20个，大棚1032座，主要以反季
节蔬菜、草莓、西瓜、小瓜、葡萄等特色种植为主，每棚每年产值达8万
多元。

目前，设施蔬菜产业涉及安塞区8个镇、3个街道，覆盖117个自然
村，有2.76万人从事设施蔬菜种植，从业农民占农村常住人口的三分之
一以上。

兴一个产业，活一片经济，富一方群众。近年来，安塞区
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设施果蔬，通过政策、
技术帮扶等措施，积极引导村民种植大棚果蔬，实现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大棚经济”上做“活”文章

● 整齐排列的大棚

● 工人们在装箱称重

● 冯德贵打掐辣椒枝蔓

● 大棚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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