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日田园生机“棚”勃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李浩楠 张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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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优“土特产”留住“家乡味”
记者 杜音樵 通讯员 刘小燕 吴洁

小康梦圆

在甲辰龙年的新春佳节里，黄龙县
白马滩镇“土特产”成为了“紧俏货”，不
仅是走亲访友的必备套餐，还是游子后
备厢中满满当当的“家乡味”。

非遗美食 传承“家”的味道

秀美古镇白马滩位于黄河支流的
澽水河畔，境内山清水秀、四季如歌，是
花的世界，水的源泉，滋养了一代又一
代淳朴善良、勤劳勇敢的白马滩人民，
孕育了深厚独特的饮食文化，酸菜搅
团、黄金漏鱼、官帽馄饨、鏊馍摊制、红
甜肉……非遗美食成为白马滩一张响
亮的名片，也是游子心中对故乡深深的
乡愁。

作为文旅名镇，白马滩镇党委、政
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大力
挖掘和推广本土特色美食，将美食品牌
建设作为丰富旅游业态、提升旅游体
验、带动旅游发展的重要抓手，因地制
宜，保护好土特产的“土味”。该镇通过
开展特色传统工艺培训、餐饮服务培
训、白马滩千人火锅宴、白马滩“秀餐之

旅”等活动，培育了一批名店、名菜、名
厨，研发了具有白马滩文化特色的菜
系，并对特色菜系特别是非遗美食进行
全面挖掘、包装和打造，形成了具有本
土特色的餐饮品牌和独特的地域美食
文化。

“野味”赋能 创新特色佳肴

“软糯香甜的野生毛栗子搭配自家
散养的土鸡肉，肉质鲜美，入口即离骨，
加之秘制汤料，让人回味无穷，吃了还
想来一锅，诚邀大家前来品尝。”位于白
马滩镇张峰村的“毛毛老火锅”创始人
通过抖音平台向广大网友介绍着新研
制的特色菜品毛栗子炖土鸡。

打卡过的网友表示：“好吃，下次还
要来。”

一方水土养一方特产。白马滩镇
森林资源丰富，土质肥沃，雨量充沛，日
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疏松富含有
机质，并且“零污染”，是野生毛栗子的
优势生长区。全镇共有野生毛栗子4.5
万亩，树龄几十到上百年，每年 10月左

右成熟，比板栗小，皮薄，果仁软糯香
甜，富含维生素C以及钙、铁、锌、磷等
矿物质，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被誉为“千
果之王”，深受消费者的喜爱，是当地群
众的一大收入来源。

为发挥特色农产品优势，实现群
众增收致富，白马滩镇紧盯野生毛栗
子丰产不丰收、不易储存易生虫的难
题，每年一到毛栗子成熟的季节，各村
党支部帮助群众积极联系黄龙山农副
产品集散中心，冷链保存、错峰销售。
同时，通过加工栗子产品，进一步提升
产品附加值，延伸产业链条，增加群众
收入，真正使毛栗子产业成为群众增
收的聚宝盆。

如今，毛栗子也走上了人们的餐
桌，蒸着吃，煮着吃，炖汤吃，炒熟了吃，
甚至生吃也很常见，特别是毛栗子炖土
鸡已成为黄龙人餐桌上极具风味的一
道美食。

特色美食 点亮生态经济

“老板，给我准备 80份排骨火锅，

礼盒装好，后天公司派人过来取”“八大
碗还有没有？”……春节期间的神玉农
家菜馆、如意排骨火锅、白马印象等餐
饮门店生意火爆，特别是排骨火锅、传
统八大碗等预制菜系列可谓是火爆“出
圈”，成为走亲访友的特色亮点。

“今年春节期间，我们推出爆款预
制菜，里面有丸子、红甜肉、梅菜扣肉、
小酥肉、排骨火锅等 8样菜，特别适合
作为年夜饭的大菜，买回去一加热就可
以吃。”白马印象老板热情地向前来咨
询的消费者介绍。

近年来，白马滩镇大力发展乡村特
色产业，依托当地特色资源优势，聚力
做好“土特产”文章，把乡村资源优势、
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
产业优势，通过产业优质化、特色化、
链条化，加大预制菜研发和品牌培育，
不断提升农特产品附加值，推动乡村
产业全链条升级，乡村旅游有声音、有
颜色、有味道。截至目前，春节期间已
销售排骨火锅、传统八大碗等预制菜系
列近万份。

瓜香四溢日子甜
通讯员 班彩彩 记者 王静

看小康走进乡村

专家果园做示范
果农技术学到手

早春时节春意浓。走进延长县七
里村街道董家芽塬村温室大棚，圆润饱
满的西甜瓜陆续成熟。

“我一年能种两茬瓜，一茬能收入七
八万块钱，收益还不错。今年我准备再
种一座棚的西甜瓜，增加收入，把日子越
过越富裕。”种植户黄志霞一边忙着采摘
成熟果实，一边向记者介绍起了自己的
好收成。

近年来，七里村街道董家芽塬村依
托离县城近的区位优势，不断优化产业
结构，积极探索发展以温室大棚为主的
瓜果采摘，先后建成大棚73座，实现了
户户有大棚，家家能增收。

该村党支部书记董志伟介绍说：“我
们村上的大棚西甜瓜不需要拉出去销
售，都是客户自己前来采摘或者微信联
系上门送货。现在西瓜每斤 20元，甜
瓜每斤25元，价格非常乐观，我们村里
人对大棚种植都很有信心。”

在董家芽塬村大棚西甜瓜成熟的
同时，郑庄镇郭旗村大棚种植户呼延
文杰的 5个大棚的草莓也进入了采摘
期。在他的草莓大棚内，鲜红娇嫩的
草莓，长势旺盛。

“最近，我们接待的游客比较多，每
天采摘的草莓在80斤左右。”呼延文杰
说道，“下一步，我们将着重于电商平台
推广，把我们这些健康、无公害的水果
能够更好地呈现给大家。”

乡村要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近
年来，延长县按照“规模化发展、精细化
管理、品牌化销售、工厂化育苗”的发展
思路，着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将发展
日光温室大棚等特色产业与乡村振兴
紧密结合，在“大棚经济”上做文章，为
乡村振兴增添活力。

据了解，2023年以来，延长县紧盯
目标任务，加快大棚基地建设，引进新
优品种，试验示范推广，强化技术服务，
提高生产水平，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
道，培育完善市场流通体系，有力地推
动了设施蔬菜转型升级。

延长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
康少峰表示，下一步，延长县将持续做
好棚栽产业技术指导，不断优化种植结
构，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提高单位面积效
益，不断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
老百姓在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能够增
收。 ● 种植户黄志霞查看甜瓜长势

本报讯（记者 李欢 通讯员 宋妮）“春季果树管
理特别重要，大家一定要注意……”2月 29日，延川县
杨家圪坮镇在巨头村举办果树修剪现场培训，为果农
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技术，助力春季果园的科学管理。

当日，在果园里，杨家圪坮镇邀请县苹果办高级农
艺师高宏忠，现场传授果树修剪及春季如何高效管理
等技术。高宏忠采用理论讲解与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方
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果业大户及村干部就春季果
树修剪、果园幼树和老果园管理等重点环节和关键技
术进行了详细讲解。果农们认真听讲，现学现用，现场
气氛热烈。高宏忠与果农们积极互动，对果农在日常
管护果树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都一一进行了详细
解答。

果农们表示，通过田间地头的培训，使大家更直观
地学到了管理技术，也学到了许多方法与技巧，希望通
过科学管理，今年的果园能有个好收成。

惊蛰将至，春始发生。近日，延长县黑家堡镇瓦
村大棚种植基地的小番茄陆续上市，红彤彤的果实挂
满枝藤，宛如一盏盏火红的小灯笼点缀在绿叶间，分
外诱人。

走进瓦村大棚基地，一片生机盎然、绿油油的秧
苗上挂着一串串沉甸甸的小番茄，在阳光的照耀下格
外耀眼。种植户高虎熟练地将成熟的小番茄轻轻摘
下，放进桶里，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

“我种小番茄已经 13年了，现在种的这个品种是
‘千禧’，口感非常好。我采用无公害种植，种了两座
大棚，预计年收入10万元左右。”黑家堡镇瓦村小番茄
种植户高虎说。

据了解，黑家堡镇瓦村以棚栽种植业为主导产
业，有标准日光温室大棚 150亩 49座，由 32户村民种
植，主要种植小番茄、西甜瓜等，每座大棚一年纯收入
约4万元。

黑家堡镇瓦村党支部书记冯丹斌说：“经过多年的
种植，大棚产业已成为我们村的支柱产业、群众收入的
重要来源，特别是小番茄已成为我们村的‘致富果’。”

近年来，延长县黑家堡镇瓦村大力发展设施农
业，以产业兴民、富民强村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着力发展特色鲜明的设施农业，培育发展绿色有机特
色水果，巧打时间差，抢“鲜”上市，使农业生产成为富
民强村新引擎。

黑家堡镇武装部部长张亚东说：“我们立足资源
优势，充分发挥大棚的高效经济效益，利用小番茄休
闲采摘、线上销售等新模式，千方百计增加村民收入，
通过引进人才和先进技术，打响延长瓦村小番茄品
牌，打造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助力乡村振兴。”

时下，虽春寒料峭，但延川县永坪镇聂家坪村的大
棚里却温暖如春，红籽小瓜也抢先成熟，让瓜农们迎来
了第一轮丰收季，也为市民带来了“春天的味道”。

刚走进大棚，一阵清香便扑面而来。放眼望去，一
片翠绿映入眼帘，藤蔓间挂满了即将成熟的红籽小瓜，
一颗颗小瓜在阳光的照耀下圆润饱满，长势喜人，在瓜
藤和绿叶的掩映下，若隐若现，格外诱人。

“我种了两座大棚，年前卖完一棚，这两天这个大
棚的小瓜也大量上市了。”种植户聂世平一边采摘小
瓜，一边高兴地说，“我的小瓜个头匀称，颜色又好看，
再加上我们这里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小瓜香甜
脆，特别好吃。”

趁着早春季瓜果的收购价格持续走高，农户们正
抢抓农时进行采摘、装箱、出售，丰收的喜悦洋溢在他
们脸上。

“我们村现有小瓜大棚12座，已上市11棚，主要是
红籽小瓜、新甜 24号。因为我们村的光照时间长、昼
夜温差大，所以小瓜口感香甜、品质好。下一步，我们
村将立足现有的产业优势，继续做大做强西甜瓜、草
莓种植产业，进一步提升品质，引导村民科学种植，
带领村民走出一条火红的致富路。”聂家坪村党支部
书记聂军祥说。

据了解，近年来，延川县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
等措施，积极推广红籽小瓜的种植和销售，使这一特色
水果逐渐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全国各地。延川红籽小
瓜不仅成为了当地农民增收的重要产业，也成为了延
川县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

大棚基地番茄红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谢双 刘建虎 苏乐

红籽小瓜鲜 春天味道甜
记者 叶四青 通讯员 马倩 葛叶

● 果树管理培训现场

近日，走进宝塔区临镇镇付家湾
村，一座座大棚整齐有序地伫立在田
间。种植户高世刚的温室大棚香瓜
已成熟，大棚里绿意盎然，生机勃
勃。一颗颗香瓜在翠绿叶子的掩映
下，散发着成熟的香气。高世刚正在
忙着采摘香瓜，看着成熟的香瓜，他心
里乐开了花。

“我一共种了两棚有机香瓜，目前
棚里的香瓜都成熟了，每棚预计能产
2000多斤，一斤能卖到25元左右。按
照这个市场行情，我这一座大棚就能
收入5万元。”高世刚高兴地说。

近年来，临镇镇从加快转变农业
发展方式入手，以发展“一村一品”特
色产业为突破口，将瓜菜产业作为带
动川道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采取政
策扶持、典型带动、技术跟踪服务等有
效措施，大力发展瓜菜种植，并推广

“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生产模
式，辐射带动周边群众抱团发展，做强
做大做优棚室香瓜特色产业，实现增
收致富。

“我们当地的暖棚瓜菜少，种的这
些香瓜不用运到城里，在镇里就都卖
了。我平时苦点累点都不算啥，就盼
着上市时能卖个好价钱。”高世刚说。

高世刚家的大棚只是产业发展的

一个缩影，临镇镇通过种植大棚瓜菜
走上致富路的农户还有好多。在该镇
党委、政府的谋划下，临镇镇坚持产业
兴农，项目把控，结合全镇实际情况，
积极鼓励、引导农民发展蔬菜瓜果大
棚种植产业。该镇通过“支部+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模式，正带领越来
越多的村民走上增收致富道路，为乡
村振兴不断添砖加瓦。

“大棚香瓜生长周期短、效益
高，温室大棚种植瓜菜的优势在于
可以错季销售，能卖上好价格。后
期我们将加大种植技术培训，引导
更多的村民种植温室大棚，实现高
收益。”该镇农业分管负责人张庆军
表示。

目前，该镇累计种植大棚 3686
座，新建大弓棚480座，温室大棚8座，
其中大棚甜瓜2600多座，主要分布在
觉德村、付家湾村、姚家坡村等地。大
棚产业已成为川道群众的主导产业、
致富产业。

张庆军说，下一步临镇镇将加大
新棚扩建和旧棚改造，提升数字科技
赋能，引进高端、新品种棚栽瓜菜，带
动更多村民尝到大棚经济带来的甜
头，实现持续增收，为乡村振兴赋能
助力。● 瓜农采摘瓜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