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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好产业我有好产业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农
业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必要条件。

安塞区是陕北地区设施农业基础
最好、综合实力最强的县区，先后被命
名为“中国果菜无公害科技示范县”“陕
西省设施蔬菜生产基地县”“陕西省设
施蔬菜综合能力提升示范县”和“陕西
省蔬菜产业链典型县”。安塞区也是全
省实施“三改一提”的重点县区。

近年来，安塞区不断在推动设施农
业集约化、标准化、机械化、绿色化、数
字化上下功夫，下大力气追“新”逐

“绿”，有力有效地推动全区现代设施农
业驶入发展快车道，让广大设施农业种
植户生活越来越美好。

“小邬，马上就要进入雨季，你用集
雨罐收集雨水的时候，一定要在进水口

放过滤网，确保水质干净。”在安塞区招
安镇枣湾设施蔬菜生产基地，市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站蔬菜科科长、高级农艺师
乔宏喜正在指导大棚种植户做好雨季
前集雨罐收集雨水的准备工作。

枣湾设施蔬菜生产基地是全省设
施蔬菜“三改一提”示范基地之一。目
前基地已建成的65座大棚，全部采用新
型“九五”式棚型结构，开展了棚面雨水
收集+棚内水肥一体化灌溉模式试验示
范，实施秸秆生物反应堆、石灰氮太阳
能消毒及配方施肥技术，普及应用了电
动轨道车、自动温控、智能补光等智能
化设备，大棚冬季提温 2℃~5℃，增产
15%以上，有效降低劳动强度，土壤环
境明显改善，实现了设施蔬菜的集约
化、机械化、智能化管理。

邬浪程说，现在种大棚都是“云”管
理，在手机上操作，就能通过水肥一体
化滴灌系统实现棚里自动灌溉和施肥，
通过日光温室自动化温控系统可以自
动卷帘、自动放风，精确控制棚内温度，
还有湿度、光度等都可以用手机相关程
序来控制，用起来也方便快捷、可靠实
用，成本还不高。“这些先进的设备，能
让我一个人轻轻松松照看两座大棚，省
时省力还高效。”邬浪程说。

新品种、新设备、新技术，让农民从“只
会”种地变为“智慧”种地，不仅节约了成本，
还提高了效率和产出，加快推进农业由量
到质的转变，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安塞区在做好以“棚型改
良、保温增温、机械作业、嫁接栽培、配
方施肥、病虫综防”为主的设施蔬菜六

大关键技术和以集约化育苗、土壤修
复、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新优技术普及推
广的同时，加快示范推广智能水肥一体
化、自动通风机和轨道运输车等轻简化
设备，不断提升全区设施农业规模化、
标准化、智能化水平，有效降低劳动强
度，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持续激发农
业农村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显著增加了
广大种植户的收入。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向技术要质
量、向规模要产量、向智能化要效率，是
实现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安塞区蔬
菜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郝海金说，目
前，安塞全区 7.3万亩设施瓜菜已基本
完成了“三改一提”。通过“三改一提”
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大棚瓜菜的产量、
质量和产值，农民的收入显著提升。

从“只会”种地到“智慧”种地
——安塞区追“新”逐“绿”加快推动农业现代化

记者 刘彦 通讯员 刘阳

乡村振兴他力量乡村振兴他力量

28年来，他一直奋战在苹果种植技
术的开发与推广一线，把自己的人生价
值和“延安·洛川苹果”紧密结合在一
起，致力于实现“果业强、果农富、果乡
美”的梦想。

28年来，他围绕“苹果”这一主题，
奔波在果园的田间地头、村里的会议
室，先后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 1800余
场。

28年来，他投身科研，磨出了一手
老茧，和果农打成一片，为果农谋“钱
途”，赢得了一片民心。

…………
他就是洛川县苹果生产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屈军涛。1996年，
怀着对家乡和黄土地的满腔热情，刚从
西北农业大学（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果树专业毕业的屈军涛没有像大多数
同学一样选择留在大城市，而是主动回
到家乡，扎根基层。

“陕北这个地方适合栽植苹果，我
要用自己的所学所知为老百姓服务。”
年轻的屈军涛定下了这样的志向。

洛川县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
苹果最佳优生区的核心区，最适合种植
苹果。洛川县七成以上耕地是苹果地，
九成以上农民是果农。这么大的苹果
家业，技术服务丝毫马虎不得。

上世纪90年代，洛川县的苹果已经
有一定规模了，当地老百姓的发展意愿
也比较高。但由于技术跟不上，种植了
七八年的果园优果率还非常低，果农一
年的纯收入不到1000元。

始于群众需求，终于群众满意。
1997年至 2000年，屈军涛先后积极参
与或组织引进试栽嘎拉系、富士系等国
内外名优品种30多个，建成苹果种质资
源圃、品种示范园 30亩，储备适宜洛川
本土栽植的苹果新品种16个。此外，他
参与引进的红富士幼树刻、剥、拉技术，
探索总结出适合渭北旱塬红富士的管
理配套技术等，使全县红富士幼园挂果
期提前了2至4年，平均亩产量从750公
斤提高到1500公斤以上。同时，他采集
全县 380个苹果园的土样进行化验，系
统提出了提高果园土壤有机质及旱地
果园土、肥、水管理的技术对策，并连续
5年纳入产业开发实施方案加以推进。

2002年，屈军涛调任土基镇果站站
长。当时这里连续5年遭受重度冰雹灾
害，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
果农只得外出打工，果园濒临荒芜。

屈军涛向大家承诺：“果园有任何
困难都可以来找我，你们的苹果种不
好，我屈军涛就不走！”

为了这句承诺，屈军涛想了许多办

法：他将自己的电话公布为“热线电
话”，推行工作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理
制、示范包抓制、岗位目标责任制等管
理措施，筹集 3万元在土基镇创办了全
县基层果站的第一个苹果科技服务部，
与果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使得他推广的
新技术迅速落地应用。

“那时候，他天天到果园给我们讲
技术，帮忙修剪树枝，带我们参观其他
地区的苹果示范园，和大伙一起动手修
建沼气池。大家都觉得，有这么好的专
家，果子长不好才怪哩。”土基镇马村果
农孟世芳感慨地说。

2023年，屈军涛想把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研究出的苹果新品种“秦脆”推广
给果农。因为洛川果农崔卫东把一颗

“秦脆”苹果卖到了20元，仅5亩地收入
就高达18万元。

虽然数字很耀眼，但推广起来却没
有那么干脆。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深
知农民的不容易。所以不是绝对有把
握的事情，农民不肯轻易投入。

第二天，他便带领着 3个果农去基
地参观。在客观事实和可观效益面前，
果农接受了新品种。在屈军涛的指导
建议下，果农潘晓平更新品种，培育大
苗建园，缩短了苹果待产周期，第一次
培育的苹果树苗卖了70多万元；果农杜

民子栽植 30亩矮化密植果树，亩产达
4000公斤；他还在李育宏的果园里设了
党员示范岗，挖改了10亩老果园进行矮
化密植，不仅投资小，管理也简单，减轻
了不少劳力……

在果农眼里，屈军涛是“最接地气
的苹果专家”。

除了不断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
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外，屈军涛还通过
微信群、抖音、快手等传播渠道教授果
农种植技术，激发他们的内驱力，带领
他们开辟新天地。

“远看像个要饭的，近看像个卖炭
的，一问是技术服务站的，这就是我们
的工作，不断地培训、推广、示范、修
剪。”屈军涛用老百姓的话语形容着自
己的工作。

工作多年来，他参与引进国内外苹
果品种30多个，建成苹果种质资源圃的
种植示范园30亩，参与或主持了20多个
国家和省级项目，组织实验课题50多项，
他本人也先后荣获陕西最美科技工作者、
全国十佳农技推广标兵等荣誉称号。

“当我年龄大了，回忆起自己培养
了一些技术骨干，给果农指导了一些技
术，解决了一些问题，大家的收入高了，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就很满意了。”屈
军涛说。

果农所望 我心所向
——记洛川县苹果生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屈军涛

记者 樊小帅 通讯员 冯妮娜

风吹麦浪起，夏收正当时。6月
14日，在黄陵县隆坊镇沟西村小寨组
的麦田里，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沉甸
甸的麦穗迎风摇曳。农机手驾驶着联
合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伴随着
机器的轰鸣声，切割、剥壳、脱粒等采
收环节一气呵成，饱满的麦粒纷纷被

“收入囊中”。
通讯员 党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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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4日，记者走进洛川县石头镇史家河村的温
室大棚里，一畦畦碧绿的瓜秧整齐地吊在温棚内，拨开
藤蔓一个个瓜形匀称、纹路清晰的吊篮西瓜隐匿其
间。种植户王苏杰正在给工人就吊篮西瓜采摘的技术
要领和注意事项进行详细讲解。

“今年种植吊篮西瓜16棚，分别有春秋红、珍美两
个品种，另有博洋9号甜瓜2棚。采取轮茬种植，现在
第一茬已经大量上市，每棚可产吊篮西瓜3000公斤左
右。”王苏杰说，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西瓜预计每棚销
售额可达3万余元。

吊篮西瓜凭借个小、皮薄、量轻等优势，成功解
锁了种植“新姿势”，通过将西瓜藤蔓人为牵引朝上
生长，结出的西瓜“吊”挂在立架上，使得西瓜光照
更加均匀，口感更加脆甜。如此“讲究”种出来的西
瓜在市场上销售也是备受青睐，每天的订单量不断
增加。

“在抖音、微信朋友圈看到史家河的瓜园已经开园
了，今天我带了几个朋友过来体验采摘的乐趣，这个吊
篮西瓜比市面上卖的普通西瓜确实更好吃，特别甜。”
游客贠红丹高兴地说。

“我们当前销售的主要方式为游客采摘+订单销
售，最近西安、延安、白水、蒲城等地的游客纷纷前来采
摘，我们也为游客提供了礼盒包装，附近的订单可以送
货上门。”王苏杰说道。

史家河村靠着种植瓜果收获好“钱”景，黄龙山村
则是大力发展蘑菇产业增收致富。走进黄龙山村蘑菇
种植基地，覆盖着黑色遮阴网的大棚鳞次栉比。在蘑
菇菌棚中，一股菇香味扑鼻而来，菌棒整齐排列，如云
朵般的蘑菇冒出菌包，长势喜人。种植户郭晓强正带
领工人将蘑菇分类、采摘、装筐，现场一派丰收繁忙的
景象。

“基地有现代温室大棚6个，每棚可以放3万余个
菌棒，每个菌棒可以出4到5茬蘑菇。”郭晓强说，因为
蘑菇种植产业链需要很多工人，每年可以为周边群众
提供50余个就业岗位，在企业增效的同时也增加了群
众收入。

近年来，洛川县石头镇积极调整优化农业特色产
业结构，因地制宜，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引进、逐步推广
和优惠奖补等措施，利用辖区川道闲置土地，大力发展
优势特色产业，积极引导群众发展大棚吊篮西瓜、香
瓜、冷凉蘑菇、贝贝南瓜、圣女果等特色产业，促进产业
兴旺，铺就乡村振兴“甜蜜路”。截至目前，石头镇已建
成瓜果蔬菜种植 18棚，占地 26亩；蘑菇 10棚，占地 63
亩；圣女果示范基地 50棚，占地 100亩；中药材种植
123亩，贝贝小南瓜种植60亩。

本报讯（记者 王静 通讯员 刘萌）近期持续高
温酷热无雨天气，导致农作物持续干旱，我市已启动干
旱Ⅳ级应急响应，抗旱保灌已成为当前重要工作之
一。宝塔区南泥湾灌区管理处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全力
以赴投入到抗旱工作中，围绕“水”字做实解“渴”文章，
为当地农作物送去“救命水”。

为保障抗旱水源充足，南泥湾灌区管理处充分发
挥水库灌溉功能效益，利用泄洪洞放水以加大渠道蓄
水能力。管理处组建 2支抗旱队伍，每天交替下沉沿
线村组疏浚沟渠、检修放水设施、整改灌水路线、增加
库渠蓄水能力，确保其正常运行。截至目前，管理处先
后开闸放水为麻洞川镇樊村、农邦等村提供抗旱水源
12万m3，灌溉农田0.8万亩，确保了当地苹果、玉米、大
棚等农作物所需灌溉水源。

麻洞川镇农邦村村民老韩高兴地说道：“水、肥跟
得紧，庄稼才能长得好。有了这抗旱水源，大棚作物就
不愁长了。”

为了做好此次抗旱保灌工作，南泥湾灌区管理处
一方面组织干部职工紧急对现有受旱村庄进行摸排
调查，及时掌握农民用水需求，确保做到有效灌溉、
合理灌溉；另一方面全力做好库渠的蓄水工作，备好
灌溉水源，每天分批分组对水库、渠道进行安全巡
查，及时掌握渠道蓄水情况及各村组用水情况，确保
做到安全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以解决当前农
民用水需求。

“三分建，七分养。”南泥湾灌区管理处主任刘小平
表示，管理处全体干部职工将全身心投入到抗旱保灌
工作中，全力保障库、渠正常运行，将灌区的惠民效益
充分发挥出来，提高农作物的抗旱能力，确保农作物正
常生长和农民稳产增收。

抗旱保灌施“凉”策

● 疏通灌溉渠道

瓜甜菇香“钱景”好
——石头镇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李进 王刚

小康印象小康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