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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志丹县金丁镇赵石洼村胡全一家
忙着给苹果套袋。

“给苹果套袋是为了防病虫、减轻冰雹危
害，使果子着色艳丽、果皮细嫩光亮，有利于生
产绿色食品。”胡全一边说着，一边娴熟麻利地
撑开果袋口，眼神里流露出关切和爱护。

2014年，外出闯荡的胡全看到家乡苹果种
植业迅速发展，毅然放弃了经营多年的事业，开
启了返乡创业之路。自此，他与苹果结下了不
解之缘。

同年秋天，胡全在义正镇枣林坡村流转土
地 370亩，投资 260多万元，建成了该镇最大的
苹果种植专业基地，年产值达100多万元，成为
当地苹果种植的领头企业。

成为领头企业后，胡全把苹果种植基地的
发展与周边农村经济发展有效结合在一起，于
2016年1月成立了志丹县宏盛种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2017年又注册成立了志丹县洛水谣农
牧业有限公司。通过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带
动周边百姓就业增收，助力当地苹果产业发展。

在距离合作社不远的果库，数十名工人
正忙着把红彤彤的苹果分拣、装箱、搬运，

一派繁忙景象。义正镇碾河湾村村民
王对霞就是其中一员。

王对霞边忙活边说：“以前待
在家里没事干，就带带孩子，到

胡老板这里打工后，每天都
有活干，工资一天一清，

一年下来能挣个三
四万元。在家

门 口 就 能
挣钱，

既能补贴家用，还不影响照顾娃娃，真好。”
说起务工人员最满意的“工资日结”制度，胡

全给记者讲了一个小故事。当时，一个婆姨给胡
全打电话，说她家掌柜在内蒙古开车没打回来钱，
娃娃下周上学没有生活费走不了，问胡全能不能
来他果园里干3天活儿，挣上3天的钱以解燃眉之
急。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胡全，让他更加坚定了
带领村民增收致富的决心。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群众要致富，产业
是支柱。

近年来，志丹县动员返乡创业 2100人，培育
合作社 309家、家庭农场 2447家、产业大户 3809
户，发展苹果 15万亩，带动果农 8320户，党员发
展苹果产业 1100户，新型经营主体果园面积占
总面积 46.8%，成为全县苹果产业发展的主力
军。

旦八镇界湾村刘志晨也是返乡创业中的一
员。2018年，刘志晨参加镇上举办的返乡创业
人士座谈会，受到启发后，决心回家发展苹果产
业。4月份，他回到刘湾村，流转了 105亩苹果
园。

“我曾经在延安学习苹果种植技术，积累了一
定的经验，经过大半年的精心管理，果园已经慢慢
有了起色，今年估计能收入10万元以上。”刘志晨
说。

“志晨回到村上种苹果后，给我的生活带来了
希望，技术学到后，我也想种苹果，早点把光景过
好。”刘志晨回来在村上发展苹果，激发了村民刘
克宏对生活的信心，他给刘志晨流转了6亩果园，
流转费用一年1700多元，平时空闲了就到刘志晨
的果园一边打工一边跟着学习技术，一天赚 130
元。

近年来，志丹县紧抓省市苹果“北扩西进”战
略机遇，紧盯“打造陕北山地绿色有机苹果强县”

目标，持续把山地苹果作为富民强县的
主导产业来抓，持之以恒稳规

模、强管理、提质量、增效益。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全县苹果生产水平不断提

升，产业链条持续延伸，实现了规模化、高效化、标
准化发展。目前，全县苹果总面积 32.3万亩，其中
挂果面积 19.8万亩，苹果产量 21.66万吨。采取企
业＋合作社＋农户模式，通过流转托管、入股分红
等方式建立利益联合体，建成苹果生产基地3万亩、
冷气库3座6500吨、4.0智能选果线3条。按照村集
体经济“1551”发展思路，全县 109个行政村建设百
吨果库 113座、注入互助资金 4300万元、发展集体
果园107个1.01万亩。

“围绕‘十百千万’示范工程和高质高效、美丽
果园示范创建，全县建成苹果万亩产业示范带 28
条、千亩示范区 12个、百亩示范园 960个、示范农
场 757个，创建省级高质高效果园 2个、市级美丽
果园 7个，带动全县苹果高质量发展。”志丹县果业
局局长马玉雄说，目前全县引进了秦脆、秦蜜、瑞
阳、瑞雪、瑞香红、响富、维纳斯黄金等新品种 31
个，积极开展新品种栽培模式、土壤有机质提升、
肥水高效利用、旱作节水保水、病虫绿色防控、自
然灾害防御等苹果生产关键技术试验示范，探索
苹果管理新技术、新模式，为全县苹果品种改良、
标准化生产提供示范引领。

“去年以来，我们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
点工作‘一个中心’，坚持以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以农民持续增收为主线‘两个导向’，实
施粮食提产能、苹果强优势、畜牧扩规模、设施增
效益‘四大行动’，推进粮食稳产增效、产业链延
链补链、科技装备能力提升、集体经济‘消薄培
强’，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打
下坚实基础。”志丹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杨文富说，
今年将继续紧盯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以推进实
施“千万工程”为抓手，大力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狠抓农业产业补链延链强链，加快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全面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高质
量发展。

盛夏的志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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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丹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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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苹果、蔬菜等特色产业，促进农业高

质量发展、农民增收致富，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走进顺宁镇保娃沟门村，一排排日光温室
大棚排列有序，棚内绿意正浓，香瓜、火龙果、西
红柿、黄瓜等各种瓜果蔬菜缀满枝头。

上午 8点刚过，村民任华就和妻子在自家
的火龙果大棚里忙活起来。

2004年，顺宁镇依托地理区位和资源禀
赋，鼓励引导群众发展大棚种植，村民在得知消
息后便纷纷结束在外打工生活，回到村里种植
大棚。

任华便是其中之一。回村后，他种了 2座
大棚蔬菜。

“当时建棚、栽苗都是政府扶持，村民不花
一分钱种棚，最后收入都是自己的。”任华说，“政
府有扶持政策、技术培训，再结合品种改良，大
棚利润越来越高。”

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后，任华开始着手新
品种改良。“2016年，我引进糖仁小瓜，别人的
香瓜每公斤卖 20元的时候，我每公斤能卖 40
元，大棚收入翻了一番。”任华说。

时光荏苒。任华通过勤劳努力和不断学习
新技术换来了富裕的生活。收入从刚开始的
6000元变成了现在的20多万元。

如今，走进任华家，红砖铺就的院落干净整
洁，家里的客厅、厨房、卧室分隔有致，俨然一个

惬意的农家田园小院。“这是我 2013年新修的房
子，去年还装了暖气，今年我又买了车，我现在的
幸福感真是越来越强了。”任华满足地说。

与此同时，任华还带动村民一起发展产业。
2018年，任华带头成立了大棚蔬菜农民专业合作
社，动员8户缺乏技术、劳动能力的脱贫户将承包的
大棚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管理，有劳动能力的人员还
可到合作社打工，每年每户贫困户可分红8000元。

目前，该合作社吸纳会员 75户，覆盖蔬菜种
植基地面积150亩，并有了自己的品牌。

同样，搭上乡村振兴致富列车的还有村民王
晓云。

走进保娃沟门村王晓云大棚里，棚内满目绿
意、生机盎然。王晓云和妻子正拿着工具，在大棚
里忙碌着。

自村里发展果蔬大棚以来，王晓云两口子也
开始种植西瓜、小瓜、草莓、蔬菜等，目前有3个弓
棚、3个温棚，一年下来收入 16万元左右，而这还
不影响王晓云发展“副业”。

“我不忙的时候还能干我的副业，卖我们志丹
的特色擀面皮，一年下来收入也挺可观，幸福指数
挺高的。”王晓云说。

“在大棚产业的带动下，去年，我们村全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2万元左右。”顺宁镇保娃沟

门村党支部副书记贺建利高兴地说。
保娃沟门在志丹并不是个例。近年来，志丹县

按照“扩面积、调结构、延链条、提效益”的思路，加
快基地规模扩张，狠抓闲置撂荒设施盘活利用，重
视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应用，现代农业蔬菜工作呈现
出生产持续发展、效益稳步向好、技术不断提高的
良性发展态势。

一花开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志丹县积
极推进产业链建设，按照“链主企业+基地+农户”的
经营模式，积极培育发展产地净菜加工、冷藏保鲜、
分级包装等初加工企业，加快提升蔬菜分级包装和
加工能力，延伸产业链条，提高商品化率。充分利
用各村现有的冷库，加快构建现代化冷链仓储设施
体系。鼓励开展为学校、企业、政府机关食堂净菜
配送服务。以“南泥湾”品牌为依托，全力抓好“顺
宁甜瓜”“顺宁草莓”等区域品牌建设，充分发挥品
牌销售的影响力。

“去年以来，我们围绕 3个棚栽业集中区，加大
优良品种引进、新技术和新设备推广，全力推进高
产、高质、高效设施农业示范基地建设，新建‘95’式
日光温室大棚25座、小拱棚40座，全县日光温室棚
均收入达到 4万元，拱棚棚均收入达到 8000元，蔬
菜产量达到 12.61万吨，完成任务的 102.1%。”志丹
县蔬菜服务中心主任高天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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