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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红柿、茄子到葡萄、香菇；从一
年一茬到蔬菜不断茬、瓜果四季香……
宜川县英旺乡川道一座座大棚的“崛
起”，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鼓了群众腰
包，在绘就农民致富新蓝图的同时，助力
乡村振兴的脚步不断前行。

在富庄村村民刘中堂的西红柿大棚
里，嫣红的、嫩绿的西红柿挂满藤蔓。今
年 50多岁的刘中堂种植蔬菜大棚已有
13年，一茬又一茬的西红柿、辣椒让他
的钱袋子鼓起来了，日子越过越红火。

说起今年的市场行情，刘中堂笑容
满面：“今年市场零售价是 4块钱一斤，
批发价是2块3一斤，经常有人打电话预
定，只要有产品就不愁卖。按现在这个
行情，预计这一棚能卖2万多块钱。”

据了解，富庄村素有种植瓜果、蔬菜
大棚的传统，许多村民与大棚种植打交
道都多年了。目前，富庄村92座大棚已
成为当地村民的“聚宝盆”。

在村民刘国成的葡萄大棚内，只见
一人多高的葡萄架，一排排整齐划一地
排列着，一株株葡萄藤沿着葡萄架攀爬
蜿蜒，绿油油的藤叶下挂满了串串葡萄，
色泽鲜亮、果实饱满、令人垂涎。

“这是‘夏黑’品种，刚上市一周。口
感很不错，大家可以品尝一下。”看着挂

满枝头的葡萄，刘国成喜上眉梢。
“今年共栽植2棚葡萄，选择了‘夏黑’

‘户太八号’和‘阳光玫瑰’3个品种。”刘国
成说，“这几天天气好，每天都有游客来大
棚采摘，一斤葡萄能卖到30元。”

如今，在英旺乡川道，和刘中堂、刘国
成一样依靠“聚宝盆”追逐“致富梦”的村民
还有很多。

5月8日，在英旺乡茹坪村食用菌基地
种植大棚内，一垛垛食用菌包整齐码放，一
朵朵平菇、花菇撑开“小伞”长势喜人，10
余名采摘工人正躬身忙碌着，空气中弥漫
着菌香。

2022年，英旺乡茹坪村按照“支部统
筹、能人带动、统一管理、品牌营销”的思
路，将原有53座低效拱棚改建成高标准食
用菌种植基地，承包给公司和个人统一经
营。

“我今年承包了6座棚，投放香菇菌棒
3万余个，一个菌棒纯收入至少有 2元，一
年净收入至少有6万元。”食用菌大棚承包
者张冠宜笑着告诉记者，“种香菇不仅我自
己赚了钱，多的一天要请 10多个临时工，
平时也要四五个人帮我摘香菇，周围的老
百姓也跟着赚钱哩。”

近年来，英旺乡瞄准市场前景好、收益
快的菌菇生产，采取“企业+农户”“企业+

农户+集体经济”“企业+庭院+订单”等模式，
因地制宜发展菌菇产业，并组织村民群众参
与菌菇基地日常管理、采摘、加工，获取劳务
报酬，走出了一条乡村产业振兴的新路子。

在距离茹坪村不足3公里的羊道行政村
武家崖村组，占地26亩的食用菌产业基地正
在加紧建设中，棚基处理、安装水电设施、搭
建菌棒架……30余名工人正在忙碌施工，建
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20座菌棚建设进度非常顺利，5月底已
全部建成交工。”基地建设负责人胡耀龙说。

“该基地采取‘村企联建、合作经营、按
股分红’的运营模式，将由河南大地菌业公
司负责经营管理。”宜川县英旺乡乡长郑秋
恒介绍说，“20座新建棚规划上架24万菌棒，
按照每年 4茬，每个菌棒产 1.6斤计算，可出
鲜菇 38万斤，预计年产值 200万元左右，可
增加村集体收入15万元左右，带动更多农户
学习种养技术、家门口务工就业，人均务工
年收入可达1万元以上。”

产业兴村，特色富民。“在推进乡村振兴
过程中，英旺乡坚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引
导各行政村按照‘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思路，
积极培育新型农民主体，开拓特色产业连片
发展新态势，带领农户增收致富，乡村振兴
的产业基础越来越牢固。”宜川县英旺乡党
委书记穆延峰表示。

又是一年高考季。
在这个火热的六月，延川县的

高三学子们带着老师们的教诲、同
学们的祝福，勇敢地前行，创造出属
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小满时节刚过，延川县中学的
校园内生机勃勃，高三师生们正在
为即将到来的高考做着最后冲刺，
也在为他们的人生梦想全力以赴。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下，原
本寂静的校园便热闹了起来。早晨
六点，高三学子们身着统一的校服，
陆陆续续地进入校园开始晨跑，整
齐的步伐、嘹亮的口号，拉开了他们
一天在校生活的序幕。

晨跑过后，同学们便自觉地聚集
在沿海教学楼下早读，不一会儿，响起
了琅琅读书声。学生们全神贯注、目
不转睛，脸上写满了专注和认真，仿佛
整个世界都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

高三（一）班学生白亚妮便是
“晨读大队”里的一名，晨读过后的
她，安静地坐在教室里，手中的笔在
书本上圈圈点点，不时停下来思索，
似乎在揣摩着每一个细节。

“我认为高三就是一个神奇的
存在，频繁的考试，可以很好地检测
这一段时间自己的学习方法和效
果，也可以让高一高二成绩并不理
想的同学逆风翻盘。”说起她的学习
历程，白亚妮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

晨读过后，便是早餐时间，这个
时间是高三学子们难得的放松时
间。为配合高三的作息时间、保证
学生们的身体健康，餐厅的师傅们
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起床，为学生们
制定营养均衡的膳食。

“由于高三的生活节奏比较快，
消耗能量比较大，所以在饭菜的准
备上，我们注重荤素搭配，营养均
衡，保证学生们的体能。”话罢，延川
县中学副校长刘文光便在餐厅进行
每日管控、每周排查的工作，只为保
证食品的新鲜，为孩子们做好后勤
保障工作。

早饭后，冲刺高考的集结号便
开始吹响。老师和学生们依次进入
课堂，开始一天的模拟考试。在同
学们认真作答的同时，老师们也一
刻也不敢放松。作为全体高三师生
们的“大家长”，年级主任罗建国认
真负责，及时召开考情分析会议，在
他的心里，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
不用心的老师。

“入冲刺阶段以来，由于学习任
务重，压力大，部分学生在这种快节
奏下，适应较慢、思想波动较大、成
绩起伏不定。面对这种现象，咱们
经常要到学生群体中去，了解学生
的思想动态，关注个体差异，对学生
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予以
解决。”罗建国一边分析各科成绩，

一边与各科老师制定个性化复习计
划，调整教学策略，帮助查漏补缺，
提高学习效率。

高考倒计时牌上，每天减少的
数字，提醒着每一个人时间的紧迫
性；心愿墙上，每一个大学校名，激
励着学子们为了理想努力拼搏；书
桌上，厚厚的学习资料如同一座座
矗立的高山，预示着成功背后的付
出；讲台上，老师们轮流登场，用饱
满的热情、耐心的辅导，引导学生由
量变到质变。

“在高三整个复习备考中，我们
制定了细致的复习计划、研究了考
试大纲和最近的高考试题，重视课

堂教学和效率，使得整个复习过程
扎实、高效推进，学生们的成绩也不
断提升。”谈起复习备考，罗建国主
任充满信心。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而高三
师生们的学习依旧在继续。夜晚的
校园，万籁无声。高三的教室灯火
通明，同学们安静自习，一遍一遍复
习刷过的真题和试卷，一字一句反
复研究课堂笔记。老师们则随时待
命为学生们讲解难题、疏导情绪。

为梦想，拼一把、赢一回。
从秋冬到春夏，从晨光熹微到

月色朦胧，高三学子们在这里度过
了将近三年的日子。这看似一天天

相似的学习，却时刻收获着不一样
的充实与感动。

延川县中学高三学生孟轩说：“三
年的生活转瞬即逝，在这三年中有很
多的拼搏与奉献，也有很多的失败与
不甘。在这即将离别的日子里，我想
对老师说，感谢你们的辛勤培育成
就了如今的我。想对我的父母说，
感谢你们背后的默默奉献，才让我
有很大的底气。”

“回望高三这一年忙碌而充实
的生活，让我收获颇丰，感谢父母做
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感谢我的同学
们，在我有困难的时候帮助我，给予
我鼓励；感谢我的母校，给予我成长
和生活的广阔平台。”高三学生王嘉
怡说，“但我最想感谢的还是自己，
能坚持在高三这一年始终努力学
习、拼搏向上、坚持不懈，希望我们
都可以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未来
越来越好！”

生命中有很多六月，但没有哪
个六月会如高三这年般绚烂。三年
的时光，是追风少年的凌云壮志，是
青春少女的浪漫天真，更饱含着老
师们对自己桃李最真切的情意。

“同学们，陪你们走过三年，见
证了你们的成长与蜕变，在此，老师
愿你们落笔生花书写人生荣耀，不
畏挑战，不负努力，不留遗憾。”高三
教师贺巧莲深情说道。

“高三的同学们，你在路遥母校
的三年生活即将结束，愿你提笔高
考征战四方无敌，走出考场风轻云
淡无恙。愿你在这个夏天遇见更好
的自己，加油！”高三教师高文艳寄
语学生。

“高考即将来临，不要紧张，不
要害怕，你可以选择这样的‘三心
二意’，恒心、信心、决心，意愿、
意志。成功抵达你梦想中的学府，
莘莘学子，加油！”高三教师马海
军给孩子们鼓励着。

“祝我校 2024届高三毕业生脚
踏实地，奋力拼搏，走出堂坡，励志
成才。”高三教师贺维杰打气道。

“同学们，书山有路勤为径，十
年寒窗看今朝。一路走来，你们无
悔的坚持，滚烫的汗滴，炽热的期
望，终将在今日幻化成一股不可阻
挡的力量，也终会让梦想照进现实，
你也终将感谢那个一直不曾放弃的
自己。”延川县中学副校长张永红代
表了广大老师的心声，“天道酬勤，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奇迹，那一定
是努力。我愿你们在未来的人生道
路上一直努力、一路坦途、一切如
愿。”

不负时光，今日齐奋进；不懈耕
耘，未来终可期。愿所有的高考学
生，顺利完成这场马拉松长跑，终点
冲刺，所向荣光……

5月14日，初夏的阳光正好，在英旺乡田
塬新优品种百亩示范园内，一棵棵新栽植的
苹果树苗排列整齐、间隔有序，果农们正忙着
追肥、铺地膜，一派繁忙的景象。

“这是今年新建的矮化自根砧苹果密植
园，这些树苗是新栽植的秦脆。”田塬村村民刘
延峰说，他家共有26亩果园，其中7亩为26年
树龄的乔化老果园，老园残败，果品质量差。

为破解老旧果园管理粗放、效益低等问
题，2023年，英旺乡政府实施了苹果产业高
质量发展“双万”示范工程和“3332”技术管理
模式，以石马塬、田塬两个百亩新优品种改良
示范园为抓手，引进矮化优系富士、秦脆等多
个新优品种，加快换挡升级、促进产业转型。

刘延峰响应乡政府号召挖掉老树，新建
了矮化苹果密植园。“我栽植的是3年生大苗
秦脆，预计明年能挂果，后年就能产生效益。”
刘延峰信心满满地说道。

“去年苹果收获后，我们就开始谋划果园
改造事宜，在石马塬、田塬两个村建设矮化密
植示范园，全部更换了新品种，并推广相适应
的技术模式进行管理，加快全乡苹果产业优
化升级。”英旺乡人武部部长、包片领导王昱
介绍说，“截至目前，老旧果园改造顺利推
进。”

在进行老旧果园改造升级的同时，英
旺乡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宜川县苹果蓄冷

专业包装泡沫箱项目，不断增强延链补链强链
能力。

5月 10日，在位于宜川县英旺乡茹坪行政
村的宜川县有档包装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
人们正对泡沫箱生产线进行安装调试。生产
车间干净、整洁、卫生，各类操作标识明确、动
线合理、操作独立。

“该项目总投资560万元，建设有3条泡沫
生产线、1条果品包装生产线以及水电路等相
关附属设施，预计今年 6月中旬就能投入生
产。”宜川县苹果蓄冷专业包装泡沫项目负责
人顾迪锋介绍说，“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
800万元，增加税收 90万元，带动当地 20名低
收入群众进场务工。”

苹果好吃鲜难保。过去，宜川果农用箩筐、
纸箱装苹果，此种方法只能保证短途贮运；后
来，随着物流的发展，专用苹果纸箱在常温下可
以让苹果保鲜运输三四天时间；再后来，苹果实
现了冷链车保鲜贮运，通过外购泡沫包装箱，保
鲜时间进一步延长到5至7天，但成本太高。

“该项目的实施，填补了宜川蓄冷专业包
装泡沫箱生产的空白，改变了专用泡沫包装箱
长期靠外调、成本高的历史，对当地产的苹果、
食用菌、酥梨等农特产品外销包装提供‘量身
定制’，延伸了产业链条、降低了运输成本、提
高了产品附加值和实现反季节效益。”宜川县
英旺乡党委副书记冯小菁说。

聚焦延川县中学高考学子——

为梦想，赢一回
通讯员 张伟 马倩 康烁 记者 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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棵棵果树生绿意棵棵果树生绿意 座座大棚泛银光座座大棚泛银光
——宜川县英旺乡产业发展侧记

通讯员 李文振 记者 雷荣

初夏时节，宜川县英旺乡山川塬峁间绿意盎然，生
机勃勃。放眼望去，只见苹果园里、果蔬大棚内、生产
车间里……勤劳的人们正铆足干劲，用辛勤汗水在这
片黄土地上奋力描绘着乡村振兴的时代画卷。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近年来，英旺乡坚持把农业
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主抓手，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
打造乡村产业发展动能，在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前提
下，大力发展苹果、蔬菜、食用菌等特色产业，促进农业
高质量发展、农民增收致富，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一枚果，托起振兴梦 一座棚，圆了富裕梦

● 刘中堂正在采摘成熟的西红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