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小康走进乡村

本报讯 （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李清明 温巧莉）近日，在吴起县白豹
镇白豹村的李杏科技产业园大棚内，
一株株杏树整齐排列，圆润饱满的杏
果挂满枝头，宛若一颗颗“黄金果”。
工人们忙着采摘、装箱，慕名而来采摘
的游客络绎不绝。

“我是在微信朋友圈看见白豹镇
的大杏熟了，黄澄澄的特别诱人，这个
时间能吃到这么美味的大杏真是一件
幸福的事。我们一家自己动手采摘，
既锻炼了身体，又让孩子长了见识，真
是一次非常不错的体验。”前来大棚采
摘的游客王先生赞不绝口。

据了解，2022年3月份，白豹镇党
委、政府同陕西今丰园农林科技有限
公司签订协议，决定将原白豹大棚
蔬菜基地通过维修改造，发展大棚
李杏栽植，建成李杏科技产业示范
园。经过两年的建设，目前已成为一

座初具规模、前景广阔的农业科技产业
示范园。

该李杏科技产业园自建成以来，已
为白豹村村集体经济累计增收 1万元，
为农户支付土地流转费 6.3万元，为周
边农户支付劳务工资20万元，真正实现
了园区、村集体、农户三收三赢的目标。

“产业园占地 50亩，现有自然棚 24
个，折合标准棚42个。去年一年我们主
要完成大棚维修、苗木栽植、棚膜及保
温被铺设、园区水电道路等设施维护，
栽植了包括 7个品种的 4600余株杏树，
目前长势良好。”李杏科技产业园负责
人杜少恳介绍道，今年杏刚刚上市，周
边县区就争相订购，已经卖了4万余元，
他们将持续巩固园区产能，保证大棚杏
的品质，将园区打造成集采摘休闲、苗
木繁育、人才培训于一体的综合示范园
区，让绿色、安全、健康的杏源源不断供
应市场。

本报讯（通讯员 宋妮 记者 李
欢）近日，走进延川县贾家坪镇刘马
家圪塔村的标准大棚，空气中散发着
天然的果香，一片绿油油的甜瓜藤叶
映入眼帘，瓜藤上挂满了个头饱满的
小瓜，十分诱人。

“我们的小瓜是星甜24号，颜色好
看，口感也好。”果农刘向军一边乐呵呵
地说着，一边掰开小瓜向记者展示。

日前，刘马家圪塔村的大棚小瓜
抢“鲜”上市，进入了采摘旺季，果农们
也迎来了今年的第一批丰收。趁着头
茬瓜果香甜上市，刘向军和妻子抢抓
农时进行采摘销售，争取获得更高利
润。“我今年 5个大棚全种的是小瓜，
卖完预计能赚八九万元，收入还可
以。”刘向军高兴地说。

甜蜜的滋味离不开当初的勇于实
践，作为村里最早发展大棚水果产业
的农户之一，刘向军一家通过不断实
践摸索和参加培训学习，掌握了强硬

的瓜果管理和种植技术，保证了小瓜
肉质香甜脆嫩、汁水充足，市场反馈相
当不错，真正实现了依靠大棚水果增
收致富的目标。

靠着种植大棚水果实现丰收致富
的不止刘向军一家，在刘马家圪塔村，
现代化科技感的标准大棚有21座，其
中16棚种植小瓜，5棚种植西瓜，目前
小瓜均已成熟，主要品种有博洋9号、
星甜24号、红籽小瓜。

“下一步，我村将在镇党委、镇政
府的引领下，立足现有产业优势，引进
智慧大棚设备，进一步提升大棚水果
的品质。”刘马家圪塔村第一书记高培
瑜说。

据了解，近年来，刘马家圪塔村充
分发挥地域优势和资源优势，通过技
术指导、大棚改造等措施，积极推广大
棚水果的种植和销售，不断拓宽增收
渠道，带领村民走出一条甜蜜的小瓜

“致富路”。

初夏亦有丰收景 盈盈黄杏俏枝头

小瓜采摘迎旺季 农户增收乐开怀

● 刘向军在大棚采摘小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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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户刘尚莉：

只要一心往人前走，日子会越来越好
记者 方大燕 通讯员 潘峰 韩慧

五月的陕北大地，万物复苏、柳绿
花红。在志丹县保安街道孙岔村，整
齐排列的弓棚里黄瓜、西红柿、小瓜、
西瓜、葡萄等各种各样的幼苗正在茁
壮成长。

村子里一派忙碌的景象，今年 54
岁的刘尚莉也没闲着。记者见到她的
时候，她正在自家的弓棚里查看瓜苗
长势。“这些都是我前几天种下的西
瓜、小瓜苗子，现在长势很好。”刘尚莉
说，去年是第一年种西小瓜，口感很
好，家里人都喜欢吃，大家都尝了鲜，
最后余下的也卖了2000多元。

几年前，刘尚莉为照顾常年卧床
患病的公公婆婆，一个患有脑瘫的儿
子和一个上幼儿园的孙子，就和丈夫
选择在家种地维持生计，一家人的生
活过得紧紧巴巴，所以在2019年被识
别为边缘户。

“我和丈夫被‘绑在’家里只能靠
种庄稼维持生计……”谈起之前的日
子，刘尚莉苦涩地说道，“眼看其他村
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可是没办

法，我们既没有‘人’也没有‘本钱’，只
能干看着。”

为彻底解决像刘尚莉这样因收入
不稳定的边缘户，志丹县实施一系列

有力措施，对边缘户家庭进行帮扶。
通过农村低保、就业帮扶（乡村公益岗
位）、产业扶持和庭院经济等帮扶政策
的落实，边缘户都实现了致富增收。

“村上给我安排了保洁员的工作，一
个月能赚600元，再加上种植大棚补助，
买猪崽补助，买鸡苗补助，种植瓜果蔬菜
补助等一系列补助，给我省下不少钱。”
刘尚莉从大棚出来后，一边招呼记者去
她家，一边算着她的“账本”：去年羊卖了
2万元，自己打扫卫生赚了7200元，丈夫
在外面开三轮车赚了2万元，家里玉米卖
了1万元……去年纯收入有7万多元。

刘尚莉笑着说：“在党和政府的帮扶
下，只要我们一心往人前走，被‘绑’着也
能致富了。”

如今，刘尚莉家的收入稳步增加，一
家人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对于未
来，刘尚莉充满希望：“我相信我们以后
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志丹县保安街道办事处农业农村综
合服务中心主任郭耀荣介绍说，下一步，
他们将持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以“两不愁三保
障”为核心，以“四个不摘”要求为抓手，
发挥好村集体经济联农带农作用，提高
脱贫户和监测户的收入。

如果当初小杂粮没有发展成产业
链，韩永华或许早就不种地了。

韩永华是志丹县保安镇新绿养殖
家庭的农场主，曾在杏河镇一家信用
社上班。2006年，一封辞职信让他告
别“金饭碗”，他也乘着土地流转的东
风，在保安镇冯坡村流转600亩土地，
开启了返乡创业之路。

大面积种植高粱、玉米等小杂粮，
本想着通过机械化种植，可以以高效
率获得更多利润空间。但受黄土高原

沟壑地形限制，韩永华的机械化只能
算得上是半机械化。加之高粱、玉米
市场价格过低，这 600亩土地并没有
给他带来想象中的高收益，反之连年
亏损。

困则思变。
韩永华多次考察市场，最终瞅准

了酿酒行业。
“志丹人喜欢喝粮食酿酒，尤其

是红白喜事时，无论是酒品还是酒
价都是大家选择它的重要原因，但

是全县都没有一个正规酒厂。”韩
永华就此当上了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

酒香四溢。
韩永华将高粱用于酿酒，并从一

次次探索中酿出口味、度数达标的
酒。价位档次不等、度数不同的酒品，
很快占领志丹县乃至延安市区的红白
喜事市场，韩永华的酒品直销店也开
到了县城和市区。

眼看酒品销路打开，酿酒所产生

的大量酒糟该何去何从？
韩永华顺势想出一个新点子——搞

养殖。
在离酒厂 50米开外的养殖区，100

多头牛按照不同品种、不同类别分栏养
殖。

“高粱酿酒—酒糟喂牛—粪便还田，
有了循环产业链，才有了现在这个一片
繁荣的家庭农场。”韩永华种了近 20年
地，这才发现——只有把产业链打开，才
能真正挣到钱。

本报讯（通讯员 王文斌 记者 孙艳艳）“现
在演示的是果园多功能作业机，共有9项功能，果
园全年生产都可以使用……”近日，洛川县苹果产
业研发中心在洛川县苹果科技示范基地举行果园
实用园艺机械应用现场演示会。技术人员向现场
观看的果农介绍着演示机械的特点，来自全县各
镇街的果农代表兴致勃勃地观看器械演示，“零距
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便捷。

此次活动主要演示的是“一机多挂”式果园园
艺机械，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在专业技术人员的
操作下，各项日常果园生产流程逐一展示，大家围
在地头，细致观察演示效果，不时向制造企业了解
感兴趣的内容，方便快捷的劳作方式让现场果农
兴趣满满。

“看了多功能机械的演示，感觉都比较实用，
节约了人力成本，还很实惠。”来自土基镇的果农
孟世芳笑着说。

“这个机械具备一年四季地面作业的功能，而
且全部是遥控操作、快速更换，配置也是比较高
的，性能质量应该能得到广大果农的认可。”机械
制造企业负责人李江炎告诉记者。

近年来，洛川县苹果产业研发中心大力开展
苹果省力化栽培技术研发，在全县范围内积极推
广相关技术措施，努力让全县广大果农感受到新
质生产力带来的技术提升。

“对于洛川县来说，推进果园省力化管理，就
是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体现。通过机械现场演
示，让果农感受到新质生产力带来的高效便捷，在
以后的果园管理中尽量做到机械化、省力化，为苹
果产业降本增效提供有力的保障。”洛川县苹果产
业研发中心主任李前进表示。

本报讯（通讯员 李旭 记者 王静）“最近天
气炎热，一定要把水浇透，然后把膜及时铺上，起
到提地温、保墒、促成活的作用。”近日，在宝塔区
姚店镇安沟门村的果园里，该镇果业站站长王东
正指导果农进行覆膜。

连日来，姚店镇紧抓果园管理有利时机，党员
干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干部先
锋模范作用，头顶烈日，手拿锄头，与果农开展放
线、打坑、栽植、浇水、标杆扶正、覆膜等工作，田间
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姚店镇政府的领导和干部在周末、‘五一’假
期都没有休息，又是帮助采购苗子，又是帮助我们
一起栽植果树，真是太感谢他们了。”安沟门村村
民张小林说。

近年来，姚店镇把发展苹果产业作为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围绕
农民增收、紧扣高质高效，狠下决心力气大抓老果
园改造工作，全力推进苹果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

安沟门村果农李宝忠满怀期待地说：“我种植
果树已经有20年了。今年在政府的帮助下，对我
家12亩老果园进行了改造，引进了秦脆、瑞雪、维
纳斯黄金新品种，预计明年能挂果，两年能产生效
益。”

“姚店镇果农对老果园改造积极性都很高，主
动到桥沟街道烟洞沟村马文昌家庭农场等示范园
参观学习新的管理技术。截至目前，全镇已完成
苹果栽种面积1600亩。看到果农这么有信心，作
为党员干部，我们也都干劲十足，希望在我们的大
力扶持下，能够有效提升果农果树管理水平，助力
果农增收增产。”该镇人大主席杨国栋说。

该镇党委书记胡小文表示，下一步，姚店镇将
着力在设施建设、宣传引导、政策扶持、技术培训、
延链补链等方面持续用力，配套完善生产道路、防
雹网、滴灌等基础设施，全力推动姚店苹果产业高
质量发展。

小杂粮地里的大产业
记者 李星棋

果园机械现场演示
降本增效赢得认可

党员干部冲在前
改造老园提质效

● 栽种新苗木

● 刘尚莉在查看西瓜幼苗长势

● 工人在采摘黄杏

● 机械演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