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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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地双收尝甜头
记者 方大燕 通讯员 潘峰 韩慧

本报讯（记者 杜音樵 通讯员 冯星 刘惠娜）
五六月份是苹果幼果膨大期，新梢生长、花芽分化的
关键期。走进黄龙县三岔镇，果园里到处可以看到一
排排整齐的苹果树下，铺上了一层黑色的地布，再仔
细看，地里好像还埋着黑色的桶，远远看去，就像是给
果园铺上了一条“黑地毯”，引起了记者的好奇。

在三岔镇喜乐村的果园里，镇政府农业分管领导
李志宏帮记者解了疑惑。只见他一边帮着果农抢墒
覆盖地布，一边解说道：“铺上地布以后，不仅能有效
保持土壤墒情，还能减少果园杂草生长。这个桶是集
雨桶，可以收集雨水，桶上有眼，天一下雨，桶就开始
收集雨水，超过设置的水位线，水通过桶眼渗进土里，
有效、有步骤缓解旱期用水量。”

三岔镇自然条件优渥，是苹果的优生区，但降水
不均匀、季节性干旱缺水是制约苹果产业发展的瓶
颈。为此，三岔镇党委、政府多次组织党员干部外出
学习其他地区先进经验，聚焦新技术，请教专业农艺
师，破解了这个难题。

目前他们采用的正是淳化县推广的“株间覆盖黑
色地布+株间埋放集雨桶”的技术措施，通过株间埋放
集雨桶收集天然雨水，配套地布覆盖蓄水保墒抑制杂
草，将地布覆盖与坑施肥水充分结合，有效收集天然
降雨，提高自然降水利用效率，有效解决了干旱期间
果园缺水的问题。

截至目前，三岔镇已完成70余亩新建矮化果园地
布铺设及集雨桶埋放，通过这项“黑”技术的运用，有
效解决了干旱期果园缺水的问题，这种模式打破了当
前制约镇域苹果产业存在的瓶颈，提高了苹果产量和
质量，更是增加产业效益的一大技术创新。

本报讯（记者 叶四青 通讯员 陈延鹏）“去年
我种了 3亩多，产量大约在 1.2万斤，除了自己吃和给
亲戚朋友送，还卖了 1.4万元。今年准备种 3.7亩，希
望有个好收成。”正在忙着栽种红薯的花岩坪村村民
李候可说。时下，正是红薯移栽的好时节，子长市史
家畔便民服务中心花岩坪村的380多亩红薯苗移栽工
作已全面展开。

“今年是我第三年栽红薯，今年又继续栽，这次改
变了栽植方式，希望能够提升产量和红薯的品相，有
个好收成。”花岩坪村村民李永胜高兴地说道。

花岩坪村党支部书记李安红告诉记者：“今年我
们的种植面积没有变，但在提质增效上下了不少功
夫，用了抗旱剂、重茬剂、富硒肥、有机肥，严格把控种
植技术，增加密度，提高产量和商品率。”

近年来，史家畔便民服务中心把调整农业种植结
构，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作为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的
重要工作来抓，引进了子长亚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全
力打造特色红薯示范基地，结合本地土壤特色培育红
薯试验种植基地，稳步推进特色农业生产。

“我们在原有西瓜红蜜薯和烟薯 25 号的基础
上，准备种植 106亩，增加哈密、紫薯、龙九、济 29、
红瑶等 5种新品种红薯示范基地，示范种植后筛选
适合当地气候和市场的品种进行推广，提高薯农的
种植效益，也帮助带动更多的村民通过种好红薯实
现增收致富。”子长亚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冯慧慧表示。

栽种新技术 迎来新“薯”光

● 村民们正在栽种红薯苗

本报讯（记者 周家天 通讯员 贾寰）近日，记
者走进陕西省延长县黑家堡镇贺家沟村，在村民贺王
飞的果园里，见证了一场令人振奋的林农复合经营农
业变革。

走进贺王飞的苹果示范园，只见他正忙着给果树
下的鸡喂食、收集鸡蛋。他向记者介绍说，果树下养
鸡是时下流行的林下经济模式，不仅能够省去除草的
麻烦，还可以节省肥料费用，为果园带来了额外的收
入，也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

据了解，林下经济是一种多目标的林农复合经营
模式，是现代农业中的新兴业态。在第一书记陕西省
森林资源管理局驻贺家沟村工作队蒋彦华的带领下，
这种新型的经营模式已经在该村取得了可观的利
润。“我们计划再发展 5到 6户，预计养鸡规模将达到
6000只左右，到年底将为村民带来约72万元的收入。”
蒋彦华说。

近年来，贺家沟村在延长县黑家堡镇凭借苹果产
业资源，积极探索“林上果＋林下鸡”的种养结合循环
农业发展模式，充分利用了林下资源，促进了农民“林
下增收”。该村还推广了“村集体+农户”合作模式，以
果园林下养鸡为主，建立了首个试点林下养鸡场。通
过轮换放养模式逐渐扩大规模，形成了多元化的综合
发展模式，打造了贺家沟土鸡品牌，为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经济发展探索了新路子。

进行时乡村振兴

“黑科技”“解渴”果树

林下经济鼓起钱袋子

近日，记者走进志丹县永宁镇杨
城行政村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地，
放眼望去，一株株嫩绿的玉米苗正茁
壮成长，永宁镇党委委员、副镇长王二
龙正在和村民孟德财一起查看玉米长
势。

今年是该镇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技术的第 3年，66岁的村民孟
德财就是其中的受益户之一。去年他
复合种植的大豆玉米效益非常好，尝
到了甜头的他今年积极响应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政策。

“有国家补贴和政策支持，效益
也比较好。”孟德财笑着说：“在玉米

不减产的情况下，我还收成了一茬大
豆，多收入了4000多元。”

一旁的村民郭志新也笑着说：
“我们算我们的账，怎样开支少收入
多我们就怎样种。”

目前，永宁镇完成粮食种植面积
3.8万亩，其中，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1600亩。

同样，在张渠便民服务中心张渠
村，玉米种植大户米世军也在该村增
密度玉米种植示范点查看玉米苗长
势。

“去年承包了 400亩地种植增密
度玉米，毛收入达到 64万元，所以今

年我就扩大了规模，种植了 750亩。”米
世军笑着说，“主要是政策好，再加上亩
产量高，我很看好这个产业。”

米世军所在的示范点位于张渠村
城台组九元峁一线，该种植示范点全部
种植增密度玉米，种植面积是 2160
亩。通过土地流转、大户承包办法实现
了机械化种植、科学化种植，最后实现
增产增值目标。

“2023 年，我跟着试种了 10 亩增
密度玉米，结果收成很好，今年我索
性又承包了 50亩地，再加上自己的 50
亩，今年我一共种植了 110 亩。”任福
旺信心满满地说，按照去年的市场

价，粗略算了一下今年预计毛收入在
18万元左右。

张渠便民中心增密度玉米种植每亩
达到 4400株以上，每亩产量预计达到
2000斤以上，2023年总产值预计达到每
亩2600元，总收入达到540万元以上，每
户年均收入达到4.3万元。

近年来，志丹县把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技术推广作为促进增粮增收的重
点工作来抓，引导农户积极主动应用这
种“一地双收增粮增收、一种多效用养结
合”的不争地、能增粮、可增收的种粮新
模式，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有力保
障。

本报讯 （记者 任琦 通讯员
岳莹 张基妍）青山脚下，绿意盎
然，正是一年好时节。高山、草坪、
帐篷、烧烤……众多诗意元素，在富
县牛武镇清泉寺村乡间清泉里露营
基地悄然聚集。

随着露营经济的发展，富县牛
武镇清泉寺村依托地理优势，创新

“露营+”模式，打造乡间清泉里露
营基地，不断激发乡村文旅消费新
活力。伴随着炎炎夏日的到来，在
绿意葱茏中，寻一片绿地、租一顶帐
篷、一套烧烤器具……这种拥抱自
然的露营场景，吸引了不少市民游
客前来游玩体验。

该村引导村民利用老宅基地资
源优势和条件，依托春夏时节的凉
爽气候和优美宜人的自然风光，创
新打造集特色住宿、露营、烧烤、娱
乐、研学等于一体的综合性露营新

基地，得到了村民的积极响应，目前，该
露营基地占地面积达 1.38万平方米，激
发了乡村游的新活力，成为了助力乡村
振兴新亮点。

“我们清泉里露营基地特色鲜
明、氛围浓厚，有陕北窑洞、休闲木
屋、帐篷露营地等特色民宿，为了丰
富孩童的体验感、可玩性，我们设置
了儿童游乐专区，包括引进彩虹滑
道、网红沙滩、大型蹦蹦床、天文望远
镜、霍比特小屋等。”清泉寺村乡间清
泉里露营基地负责人王丽华介绍道，
针对露营专区，结合餐饮需求，引进
近几年火爆全网的帐篷露营、火锅、
烧烤聚会专区，建立了富县首家大自
然研学府；还依靠乡村农业优势，让
孩子们走进大自然，参与到农作物、
蔬菜、家禽等种植养殖过程中，真正
让顾客融入大自然的怀抱，感悟生活
的美好与惬意。

露营经济正当时 抢抓“风口”添活力

看小康走进乡村

印象小康

小康梦圆

一条条整洁平坦宽敞的道路在乡
间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一辆辆城乡客
运班线穿梭往来、安全便捷；全县农村
公路发展速度、网络规模、管理水平全
面提升……如今，“畅、安、舒、美”的乡
村公路出行环境成了黄龙县乡村群众
出行的最大感受。

近年来，黄龙县以创建“四好农村
路”为目标，全面落实乡村公路“路长
制”工作，建立了完善、清晰的乡村公
路管理分级体系，构建布局合理、建养
并重、安全畅通、服务优质的乡村公路
发展新格局，群众畅享出行便利。

一条线实现“路全管”

随着农忙季节和汛期的来临，道
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层出不穷。崾崄
乡以“路长制”为抓手，着眼“三个做
实”，不断践行“四好农村路”理念，保
障全乡人民安全出行。

在崾崄乡的每条农村公路旁，都
能看到一块“路长制”公路养护牌，养
护牌蓝底白字，上面公示着路线名称、
编号、里程，以及各级路长和养护责任
人的姓名、职责等信息，并公布监督电
话，群众可以根据路况拨打电话进行
投诉和监督，建立起信息共享、密切配
合的联动机制，有效实现了隐患在一
线发现，问题在一线解决，责任在一线

落实。
“自从有了‘路长’，路面干净了，

车辆畅通了，环境更好了，幸福指数也
跟着提升了。”谈起“路长制”实施以来
的新变化，崾崄乡鲁家塬村村民马胜
海连连点赞。

崾崄乡坚持按照“分级管理、多方
监督”的原则，抓实由乡、村负责人组
成的“路长制”管理体系，由各路段路
长牵头，结合各自工作职责，各尽其
责，统筹推进路域环境综合整治提升
工作。把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公
路，作为执行“路长制”的管理要求压
实到实际工作中，构建起责任明确、协
调有序、监管严格、奖惩有力的“路长”
管理机制，实现有路必养、养必良好，
有路必管、管必到位的目标，保证公路
处于良好的运行服务状态。

“有路必养”见成效

道路干净畅通，沿线青山如黛，层
峦叠嶂，风景如画……走进三岔镇孟
家山村，只见一片美景映入眼帘，令人
心旷神怡。

“现在修这个水泥路比以前好得
多了，最起码刮风下雨人都能回来，还
能出去，还不受罪，一会儿就到家了，
比以前好多了。”三岔镇孟家山村村民
刘喜来高兴地向记者介绍道。

三岔镇成立了以镇长为总路长，包
村领导为一级路长，村党支部支书、副支
书为二级路长，小组长为三级路长的管
理体系。制定出台了《三岔镇农村公路
养护实施细则》，探索推行“344”工作机
制，指导各村把爱路护路纳入各村村规
民约，并进行监督、检查、考核和评比，做
到有路必管、管必到位，有路必养、养必
见效。

养护人员按要求开展道路巡查，及
时治理因自然灾害、恶劣天气产生的路
面隐患，将标志、标牌、护栏、护墩、警示
桩等各类安防设施全部纳入养护范畴，
确保辖区道路关键部位安全措施不缺
位，不仅方便了群众，美化了环境，也对
排水防汛起到了积极作用，着力打造群
众出行的“幸福路”、致富的“快车道”。

路通业兴人人乐

修好一条路，带动一大片。一条蜿
蜒在山间的范界路，将界头庙镇的玉米、
圣女果、樱桃、苹果、连翘等产业有机串
联，带动产品走向全国各地，带领群众增
收致富。

“村里修路了，我们出行、务工、走

亲访友更方便了，还吸引了不少外地的
老板、客商前来采购我们的圣女果，村
集体和群众的收入都非常可观。”看着
一箱箱装车销售的圣女果，村党支部书
记毛义华的心里乐开了花。2023年，红
罗圈村的 600余亩圣女果喜获丰收，工
人们都在忙着采摘、分拣、称重、包装，
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有序、热火朝天的
景象。

提到修路，碾子塬村三家楼组小组长
王玉生感慨地说：“以前村里泥土飞扬，大
家总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不仅
出行不方便，就连玉米、苹果这些农产品
也不方便运出去售卖。现在不一样了，政
府给我们修了水泥路，这条路给农民办了
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客商都进村来收购
农产品了，价格也随之上涨，这个糟心路
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致富路。”

铺下的是路，连起的是心，通往的是
富。黄龙县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他们
将继续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部署，结
合农村公路中长期发展规划，深化“四好
农村路”建设，进一步提高农村公路发展
质量和通畅水平，提高安全水平和管养
水平，提升农村居民出行品质。

乡村公路大变样
畅安舒美新感受

通讯员 杜婷 记者 孙艳艳

● 游客在露营基地惬意游玩

公路修到家门口公路修到家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