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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好产业我有好产业

深海鱼“游”到黄龙山
记者 杜音樵 通讯员 高亚蓉 段庆茹

盛夏六月，
地处黄土高原
腹地的安塞区，

正是一年中最为生机热烈、绿
意勃发的时节。放眼望去，千
山叠翠，万木葱茏。在满山
满眼的绿中，一片片红樱桃、
紫葡萄、甜黄桃，早已沐浴着
阳光成熟上市，四溢的果香

吸引着众多游客和客商进园采摘、入
园购买。

走进安塞区高桥镇高桥村贺家塌
百亩山地樱桃示范园，又大又红的樱桃
挂满枝头，不少游客正忙着采摘樱桃。

“我爬上树采樱桃，特别好吃。”小
朋友刘芯蕊跟着家人一起来到樱桃园
现摘樱桃吃，高兴得吃了一颗又一颗。

贺家塌百亩山地樱桃示范园是目
前我市最大的山地樱桃连片种植区。
示范园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樱桃品
种丰富，口感美，甜度高，市场好。

“今年樱桃大丰收，整个园区产量
在 10万斤以上，游客来采摘不愁没货，
同时我们也走市场给客商供货，预计收
入六七十万元。”安塞志政大樱桃农民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白志政开心地说。
高桥镇高桥村的白志政看着自家

的樱桃大卖非常高兴，招安镇王瑶村的
翔春果园中，种植户米翔春看着一树一
树的红樱桃同样乐开怀。

“我这儿种了 50亩大樱桃，品种有
早大果、红灯、艳阳、布鲁克斯、梅枣等
优良品种。我们不打农药，施的都是有
机肥，樱桃尤其甜美多汁。”米翔春说，
去年他家樱桃园收入30多万元，今年直
接翻番，预计在60万元以上。

过去陕北民歌唱“樱桃好吃树难
栽”，如今在安塞是“樱桃满枝人满园”。

安塞区沿河湾镇茶坊村村民高振
兵，同样是“种出红樱桃，幸福来敲门”。

“大樱桃喜光、喜湿、喜温、喜肥，对环
境要求高，对管护要求细，种植过程中稍
有差错便会使樱桃减产，让果品降质。”种
了8年樱桃的高振兵为了能种出口感好、
品质优的纯天然樱桃，费了不少心思。

“从小苗到成树，再到开花坐果，就
跟养育孩子一样精心精细。水浇天然
水，肥施有机肥，树要定期剪，花要实时
看……”高振兵讲起他的种植经验就滔
滔不绝。

“我这个樱桃个头大、口感好，才上
市几天，就有十几波人前来采摘。”高振
兵说，今年风调雨顺，樱桃长势好、价格
行，树均产果150斤，“小红果”真正成了

“致富果”。
六月天，樱桃好吃在时节，葡萄要

吃靠大棚。
在安塞区高桥镇楼坪村黄宏宏家

的葡萄大棚里，一串串饱满丰盈的茉莉
香葡萄已经成熟，累累叠叠挂满枝头，
引得游客纷纷前来采摘品尝，体验乡村
田园乐趣。

“这里的葡萄特别甜，特别好吃。”
端午假期，游客张娜娜从延安市区一路
来到黄宏宏家的葡萄大棚采摘，一定要
多摘一些带回家给自己的家人吃。

“这一棚茉莉香葡萄能产 7000来
斤，每斤卖 20元，收入还可以。”黄宏宏
热烈欢迎游客入棚采摘，现场品尝购买。

吃了大棚葡萄，还有大棚黄桃。
在安塞区建华镇窑湾村，3月赏桃

花，6月吃黄桃。大棚里，一颗颗圆润喜
人、脆甜鲜美的黄桃，正在阳光下肆意
散发着甜蜜滋味，沉甸甸的果实压得一
根根枝条深深弯下了腰。

种植户王世尊正在熟练地采摘成
熟的黄桃。“这种黄桃叫黄金蜜 0号，是
极早熟黄肉桃，颜色美观、产量高、口感
好、味道甜。今年初次挂果，产量估计
在每亩 5000至 8000斤。”王世尊说他
家黄桃一箱约 5斤重，每箱销售价格
150元，在市场上非常抢手，仅这一棚
黄桃，今年预计收入就能超过 10万元，
等明后年全面挂果，收入还可以再好
一些。

王世尊的大棚果园一共有 8个棚，
除了 1棚黄桃外，还有 3棚樱桃、4棚葡
萄。果园技术负责人郝永说，果园整体
采用仿野生自然环境，不用任何化学肥
料和化学农药，果树全部都是矮化密植
管理，管理科学，收益可观。

安塞区是设施农业大区县，发展设
施农业 30 余年来，年年四季瓜菜飘
香。近年来，安塞区紧抓乡村振兴大
好机遇，以打造“小而精”的特色反季
节果园为抓手，以点带片，以强带弱，
积极引进新品种，带动众多种植户增
产增收，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走出
了一条特色产业兴、力促百姓富的发展
之路。

安塞六月果飘香
记者 刘彦

时值盛夏，骄阳似火。站在吴起县
铁边城镇党建联建现代农业园区，放眼
望去，蔬菜大棚依次整齐排列，圈养牛
羊又肥又壮，优质果蔬丰收大卖，多元
化农业项目个个生机勃勃。

产业兴才能乡村兴。今年以来，
铁边城镇以巩固提升杨庙台村市级和
美乡村、打造铁边城村省级“千万工
程”示范村为重点，通过整合资源资金
资产，并与多家企业（合作社）签订乡
村振兴战略合伙人协议，通过推广“借
棒还菇”“借牛还犊”联农带农模式和
支部+企业（合作社）+农户股份合作经
营模式，大力发展食用菌、时令蔬菜、
生猪育肥、肉牛养殖等产业，将农户紧
紧镶嵌在产业链上，构建乡村联动发
展新格局。

“畜”势待发产业兴

走进铁边城村集体300头和牛养殖
场施工现场，牛棚建设紧锣密鼓进行，
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场内硬化、牛棚封
顶、砌墙等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现场
一派忙碌的火热景象。

养殖场建设负责人齐有说：“为了
加快进度，我们采取增加工人数量、加
班加点的形式全面施工，预计再有10天
左右养殖场就能建成投运。”

据了解，今年该村党支部通过与村
民协商沟通，向上级争取资金支持，盘活
村上的15亩闲置土地建设养殖场。“养殖
场建成后，我们将引进专业养殖公司进行
经营，这样村集体每年可收入 7万元左
右。”铁边城村党支部书记李向龙说。

铁边城镇坚持党建引领、实干兴业，
以“先锋行动、幸福乡村”为主线，以和美
乡村建设为抓手，探索推行“党建联体、
设施联建、产业联抓、治理联动”的工作
模式，建成党建联建现代农业园区。

该园区由铁边城村和杨庙台村两
个村组成，占地面积 800 亩，总投资
2000余万元，是一个集种植业、养殖业
和旅游业为一体的综合性农业园区。
目前，该园区连片共建户型养牛 15户，
建成 100头牛场 1个、200头牛场 2个、
200头林麝养殖场 1个、千只羊场 1个、
千头猪场 10个，存栏肉牛 750头、羊子
2000只、生猪1万头。

香菇撑起“致富伞”

“园区就在家门口，有活的时候我

来打工，没活在家做农活。在园区一天
能挣150元，一年收入2万元左右，我很
满意。”铁边城村村民齐粉霞依托村上
的香菇产业园，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让家庭多了一份稳定收入。

铁边城镇作为陕西省乡村振兴示
范镇，借着“南菇北移”的战略机遇、政
策红利和陕北香菇生长区位优势，大力
发展以棚栽业为主的设施农业。2022
年，在铁边城村张湾子建成了集菌棒生
产、香菇种植、产品销售、数智推动为一
体的多元化高标准数智香菇示范基地，
引进吴起县顺昌达农业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对该基地进行运营，让小香菇撑起
乡村振兴的“致富伞”。

该园区建成双层拱棚 210座，投放
菌棒100万棒，预计2025年香菇菌棒将
达 200万棒，实现利润 300万元。园区
还创新推出“借棒还菇”联农带农新模
式，带动周边16户农户发展香菇庭院经
济13万棒，户均收入1.5万-2万元。与
此同时，该镇还维修日光温室大棚 54
座，统一发展香瓜等特色瓜菜种植。

除此之外，铁边城镇还在园区打造
高质高效山地苹果示范园 3个，新建 3
年生鸡心果大苗 50亩。目前园区共有
高标准管护果园1100亩，其中常住户管
护400亩，大户带动500亩，村集体管护
200亩，解决了果园弃管、无劳动力等发
展中的突出问题。

“我们把支部建在园区上，将企社聚
在产业上，让党员干部发挥表率作用，推
动农业产业由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转
变、由分散经营向园区集中经营转变。”
铁边城镇副镇长贾宝剑表示，将抢抓全
省乡村振兴示范镇建设机遇，争投资、争
项目，因地制宜发展各类富民产业，全力
将铁边城村打造为“千万工程”示范村。

将农户紧紧镶嵌在产业链上
——吴起县铁边城镇党建联建现代农业园区见闻

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徐志全 樊俊虎

近期，华北南部、黄淮、江淮及湖
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
期偏少五成以上，气温持续偏高，土壤
失墒加快，旱情迅速发展。目前，国家
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已经启动抗旱四级
应急响应，水利部针对河南河北启动干
旱防御三级应急响应。

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段时间，
华北、黄淮等地仍将持续高温少雨，旱
情可能进一步发展。正所谓“水冲一条
线，旱灾一大片”，高温叠加干旱，给城
乡生产生活特别是农业生产造成的损
失不容小觑。当务之急是做好水资源
的开源节流、科学调度，确保城乡居民
饮水安全，以及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
水安全，全力保障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
用水。比如农业方面，大水漫灌已不现

实，小水浅浇、微喷带、滴灌等多种灌溉
方式都可以使用起来。

旱情刻不容缓，灾情就是命令。正
在发生旱情的地方，必须严格落实抗旱
责任制，做好预报预警、水量调度、农业
技术指导等工作。有关领导干部不妨多
下沉到第一线和最前沿问计问需问难，
找办法、出对策、救急难，以周密部署、务
实作风确保抗旱保供水各项措施落到实
处。越是面临干旱严峻形势，越是需要
合理利用水资源。各地必须树牢“一盘
棋”思想、强化大局意识，服从指挥科学
合理调配江河、水库等各类水源，切实打
好抗旱“主动仗”，守好民生“水位线”。

水利关乎农业命脉，建好用好水利
设施，农业才能真正摆脱靠天吃饭的命
运。从长远看，我们还需要继续实施防

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完善防洪抗旱工
程体系，把防旱抗旱设施建设纳入到高
标准农田建设中统筹部署实施。让“田
成方、渠相连、路相通、旱能灌、涝能排”
的高标准农田多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旱
涝保收、高产稳产。

我国水资源本就总量不足、人均占
有量更少，而且存在地域分布不均的突
出矛盾，水资源短缺已成为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瓶颈制约。从根本上缓解供
需矛盾、应对干旱挑战，要坚持把水资
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总
量管理、科学配置、全面节约、循环利
用。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发展节水
产业，建设节水型社会，必须落脚到日
拱一卒、步步为营的实际进展上。容易
发生极端干旱问题的地方，务须严格落

实“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
水定产”的“四定”要求，大力推动农业、
工业、城镇等重点领域节水，向节约用
水要空间，向集约用水要发展，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旱情牵动人心，不少热心人士都在
想方设法行动起来。建设节水型社会，需
要每个人在节约用水上出一份力、尽一份
责。人人参与进来，养成爱水惜水意识，
践行节水行动，选用节水产品，有效减少

“跑冒滴漏”“长流水”等现象，必能全力推
动用水方式由粗放低效向节约集约转变。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坚决打赢抗旱保供水硬仗
岳 谭

青山育好水，绿树伴肥鱼。走进黄龙渔业休闲小
镇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工厂化养
殖车间错落有致地林立在小镇入口处，车间里整齐的
养殖桶内，成群的三文鱼欢快游弋，一瓢鱼食撒下去，
鱼儿争相跃起、水花四溅。

养殖区负责人赵玉明介绍，这里是国家级水产健
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由 1.6万m2工厂化车间和
150亩养殖池塘组成，三文鱼便是养殖区的主要品种
之一。

“三文鱼对水质、温度以及环境要求都非常高。养
殖区水源充沛、水质达到二类水质条件，全年平均温度
适宜，适合三文鱼这样的深海冷水鱼生长。”说起三文
鱼的养殖，赵玉明信心满满。

截至目前，养殖区共养殖三文鱼10万尾，年产量10
万斤，产值达350万元，主要销往西安、韩城、渭南等地，
深受客商青睐，填补了周边地区三文鱼市场的空白。

养冷水鱼，育“热”产业。随着渔业养殖产业链条
延伸，黄龙渔业休闲小镇植入了仰韶渔文化元素，节点
布置了9大渔文化消费场景和12处文化创意体验区，
建设了乡窑咥院、乡窑艺院等 13个特色小院。如今，
在黄龙渔业休闲小镇，赏鱼、溯鱼、品鱼、吃鱼的闭环体
验，已逐渐成为游客打卡的新特色、新风尚。

“石堡镇立足梁家河村生态资源禀赋和地理区位
优势，以水为媒、点水成金，以创建黄龙渔业休闲小镇
为抓手，大力发展以‘渔’为主的特色产业，先后打造了
国标千人垂钓基地、现代渔业养殖示范区，走出了一条
垂钓引路、渔业支撑、多产融合、全面振兴的乡村振兴
特色路径。”石堡镇党委书记杨峰说。

● 养殖户展示三文鱼

夏树苍翠，万物竞长。走进宝塔区临镇镇任家塬
村的苹果种植基地，撑袋、包果、扎口……果农们正抓
紧为矮密化果树新挂的优质苹果套袋，到处一派繁忙
景象。

“套袋是提高苹果品质、保障高质量的一项成熟技
术，具有防病、防虫的作用，还能隔离农药与苹果的直
接接触。经过套袋的苹果上色速度快，果面美观、果皮
细腻、果肉细脆、果汁丰盈、果味爽口，倍受市场青睐。
同时，套袋、脱袋还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就业机会，是提
高务工群众经济收入的一项‘大工程’。”任家塬村党支
部书记周钦锋说。

前来套袋的付家湾村村民梁红说：“这种矮化树个
头小，挂果稠，站在地面上就能够着，省时又省力。我
们套一个袋子工钱是9分钱，我一天能套6000多个袋，
收入很不错。”

2019年，任家塬村砍伐396亩老劣果树，新栽4万
多株密植矮化优种苹果树，建成了集新模式、新技术、
新品种和新设备“四新”为一体的现代果园示范基地，
实施果树矮密化、水肥一体化、管理机械化和生态有机
化的统一管理模式，走出了一条果树生产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矮化密植幼园给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大
家都认识到了老果园改造的好处。今年，村上又改造
残败老果园 370亩，持续推动苹果产业高质高效发
展。”周钦锋介绍说。

作为苹果产业大镇，临镇镇拥有苹果面积 4.7万
亩。近年来，该镇按照“老果园抓改造、丰产园抓提质、
新幼园抓管理”的思路，不断推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示范工程。目前，除了任家塬村外，该镇的雷家村、崾
岘村等地也兴建起了苹果矮化密植示范园。该镇组织
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采取现场观摩、以会代训、以
训促学，进行果树管理、修剪拉枝、追施肥料、疏果套
袋、自然纺锤、病虫害防治等为重点的果园标准化管理
技术培训，使得矮化密植果园不断提质增效。

抢抓农时套袋忙
通讯员 班彩彩 记者 王静

● 果农正在为矮化优种苹果套袋

● 现代农业园区概貌

三农快评三农快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