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20242024年年66月月1919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王强王强 视觉视觉//李延庆李延庆
组版组版//景小燕景小燕 校对校对//高红英高红英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小康梦圆小康梦圆

小康印象小康印象

小香菇激发大动能

6月 13日，在洛川县土基镇黄连河
生态林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香菇种植大
棚，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朵朵香菇升
柄展伞，个头饱满、长势喜人。工人们
穿梭于大棚间，忙着采菇、分选、装筐。

“今年生产香菇菌棒 50多万棒，平
菇菌棒20多万棒。产品主要销往西安、
内蒙古、河南及周边市县，还有洛川的
一些市场、超市，我们也给长期供货。”
该公司总经理李菊玲介绍，公司的香菇
都是用废弃苹果树枝干枝条粉碎后制
成菌棒生产的，香菇不仅菇形圆整、菇
质厚实，而且耐储存、耐运输，味道鲜美
香嫩。目前，有香菇、平菇大棚 158座，
出菇棚54座。

在大力发展香菇、平菇的同时，企业
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2023年12月注册
成立林下特产专营店，经营香菇、蘑菇、
木耳、土鸡、土鸡蛋等特色农产品。

香菇、平菇在栽种菌棒、采摘等环
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是一种劳动密集
型产业，黄连河香菇种植大棚为周边群
众在家门口就业提供了便利。

62岁的赵虎明说，自己就是黄连河
村人，在园区主要负责喂鸡喂鸭。老婆
张焕明在园区给工人做饭，收入比较稳
定。“我们老两口年龄都大了，外出揽工没
人要。在园区干得都是自己熟悉的轻松

农活，我一个月挣3900块，老婆一个月挣
3100块，日子过得美着哩。”赵虎明说。

“目前，我们有40多名工人，到用工
高峰期能达到100多人。全年工人工资
支出累计达300多万元。”李菊玲说。

“我们将以‘林下经济’为支撑，专
注食用菌研发工作，同时开拓精加工产
业链，真正实现产业上的突进、运行上
的突破、效益上的凸显，形成集生产、销
售、深加工为一体的新发展格局，通过
特色产业种植助推乡村振兴，让村民享
受到乡村振兴带来的红利。”洛川县土
基镇副镇长杨龙妹表示。

圣女果创出大“柿”业

在洛川县石头镇百益村圣女果大棚
内，洛川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
正在查看圣女果长势，并根据土壤墒情，
结合当前气候特点和生长现状，对种植、
管理等方面给予种植户技术指导。

种植户孙军锋今年流转了5亩土地
种植大棚圣女果。“按照目前的长势，估
计再有七八天圣女果就可以上市了，第
一茬预计能产不到 2万公斤，全年能采
8至10茬，总产量估计达到25万公斤。”
孙军锋说。

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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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党建+特色产业”模式，大力

发展圣女果种植。
“今年我们共建设冷棚圣女果 40

座，占地面积约 60亩，同时拟在石头镇
百益村和周边村建设露天圣女果示范
基地2000亩。”百益社区主任田永平说。

据了解，石头镇露天圣女果基地项目
建成后，亩均栽植圣女果约2500株，亩均
产值3.75万元。其中百益村冷棚亩均栽
植圣女果约2000株，亩均产值约6万元，
年产值可达1.85亿元，可增加就业岗位
300余个，亩均增加群众收入约1.2万元。

“麒麟瓜”甜蜜新生活

6月 14日，在洛川县菩提镇曲西村
的设施大棚内，镇里的技术人员正在查
看西瓜长势。

今年年初，菩提镇招商引进甘肃台
农美都农业在曲西村投资600万元建设
了280亩大棚，专门栽植美都麒麟西瓜。

“这个西瓜的优势就是瓤红，品相
好，甜度和糖度高，每亩产量大概 3000
公斤到 4000公斤右，亩均产值预计 1.5
万至2万元。”企业负责人卢昌敏说。

“西瓜和苹果的生产期有效互补，
西瓜移苗期是四月份，成熟期是七月中
下旬，群众正好农闲，
可以到瓜棚短期务工，
合理利用农闲时间提
高群众收入。”菩提镇
副镇长裴一飞说。

设施大棚建起来，企业有了美好的
发展“钱”景，常年的用工需求也让周边
的群众多了一份收入。

“我们的用工量比较大，现在每天
十来个人，多的时候十七八个。工人工
资是 120元一天，一个月下来工资支出
要四五万元，到西瓜上市的时候，用工
量还会更大。”卢昌敏说。

近年来，洛川县按照因地制宜原
则，在不适合苹果生产的川道地区积极
发展特色产业，优化提升设施农业产
能，增加设施农业效益，不断扩大设施
农业和特色产业基地规模，重点打造西
瓜、香菇、时令水果，目前已累计建成设
施农业大棚 1800亩。2023年，全县特
色产业种植 1.15万亩，产量 2.52万吨，
食用菌400万棒。全县规模猪场存栏共
计56.6万头，羊4.32万只，牛1.06万头。

农村公路是保障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
也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先导性、基础性设施。近年来，
吴起县统筹兼顾、协同联动，着力于“建好”“管好”“护
好”“运营好”农村公路，畅通了群众出行的“最后一公
里”。

在吴起县，全长48公里的吴靖路串联起县城和五
谷城镇、长城镇，沿川道布线由南向北途经吴起街道
办、五谷城镇、长城镇2个镇1个街道办8个行政村，终
点与靖边县相接。该路建成后极大方便了沿线近3万
农民群众的出行，绘就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长城镇榆树坪村村民张平说：“以前路烂得厉害，
到处坑坑洼洼的，现在路修好后，开车也不颠簸了，出行
时间也缩短了。”

“三分建，七分管。”吴起县始终把公路管养作为重要
工作来抓，因路制宜清除路边杂草，修整水毁路肩、边沟、
边坡，修剪绿化，更新标识标牌，切实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净化、美化路域环境面貌。

吴起县农村公路管理站副站长李文江说：“我们重
点负责全县农村公路的排水边沟的清理、路边行道树的
修剪、防护栏等安全设施的补缺及日常管理工作。截至
目前，共完成了450公里县乡农村公路的日常养护和管
理工作。”

由线成网、由窄变宽、由通向好，“四好农村路”
向村覆盖、往户延伸，通村畅乡的路网加快形成。截
至目前，吴起县境内共有农村公路 549.6公里，其中，
县道 6条 263.9公里，乡道 12条 179.6公里，村道 76条
106.1公里。

近年来，吴起县进行了农村公路体制改革，落实
了县乡道县管、村道镇街管的管护原则。在此基础
上，持续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巩固

“四好农村路”成果，不断提升农村公路“建管养运”
的能力和水平，让农村公路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致
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振兴路。“今年我们计划实施 6
条 18.5公里的通组道路，为改善‘三农’交通条件，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良
好的农村交通运输保障。”吴起县交通局副局长杨志
忠说。

铺就幸福坦途
——吴起县下大力气建好管好“四好农村路”
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李脉旺 齐雅静

又是一年盛夏时，桑园绿浓迎新蚕。
6月16日，天刚微微亮，在子长市现

代蚕桑园区小蚕共育室，“土专家”们在
子长市蚕桑开发中心技术员的指导下，
繁忙而有序地拆蚕种、感光、摊蚕种……
一道道程序结束后，幼蚕密密麻麻地匍
匐在蚕匾里，工人们将事先切好的嫩桑
叶均匀地撒上去。这是子长市 2024年
第一次小蚕收蚁工作，也标志着子长市
2024年蚕桑生产全面拉开序幕。

夏蚕收蚁，就是把孵化出来的蚁蚕
收集起来，经称量、定座移到蚕盘中给
桑饲养的操作过程。收蚁工作是饲养
工作即小蚕共育的开始，处理的好坏将
直接影响后期大蚕饲养及蚕茧产量。

“收蚁以后小蚕急需要进食，所以它们
到处寻找食物。大家抓紧消毒以后，拿

翎毛小心翼翼地把小蚕扫回来。”子长
市蚕桑开发中心技术员赵毛小耐心嘱
咐着。

“土专家”到蚕桑开发中心学技术，
与此同时，蚕桑开发中心技术员分组深
入南沟岔镇宋家坪村、涧峪岔镇郭家河
村、安定镇白杨树坪等涉及养蚕的镇
（街道）进行巡回指导工作，从桑叶采摘
标准、蚕蛋孵化情况、共育室温湿度、蚕
座面积、室内外卫生和消毒防控等情
况，耐心传授蚕农夏蚕收蚁技术，帮助
各小蚕共育室总结分析夏蚕生产存在
的问题，纠正当前不规范的做法。

“小蚕生长发育较快，且小蚕对各
种病原抵抗力较弱，容易感染各种疾
病，如果消毒不彻底，饲养不注意清洁
卫生，易感染病菌，对丰产有直接影

响。”子长市蚕桑开发中心副主任杨小
军说，“中心抓早动快，结合全市蚕农分
布情况，安排3组技术员，全面指导小蚕
共育工作，为全市夏蚕生产、农民增收
打下了基础。”

子长市每年进行三次小蚕收蚁，今
年 6月 19日将全面完成夏蚕第一次收
蚁工作。子长市蚕桑开发中心技术员
白明雄说：“收蚁是小蚕共育的重要一
步，集中小蚕共育有利于蚕病防治，培
育健康小蚕。小蚕共育成功后，免费发
给蚕农，蚕农饲养大蚕更容易获得成
功，而且大蚕饲养周期短、产量高，还能
节省人工成本、节省桑叶、减少投资，有
助于广大蚕农增收致富。”

子长栽桑养蚕历史悠久，据县志记
载已有 2700多年的历史。作为古丝绸

之路北线必经之地，子长成为陕西省第
一批“蚕桑示范基地县”。每年坚持做
好小蚕共育工作，集中培育一龄、二龄、
三龄蚕，有效提高小蚕的成活率，降低
养蚕成本。通过共育后的小蚕发育整
齐、发病率低，蚕农领回去的 3龄小蚕，
只需喂养20天左右便可以结茧变钱，蚕
桑产业“短、平、快”的效益优势进一步
凸显，有力地促进了蚕农增收。

目前，全市桑园面积达6.7万亩，年
养蚕 4000张，引进彩色蚕品种 500张，
蚕桑综合产值达2000万元，蚕桑已成为
助推乡村振兴的优势产业。“通过扶持
养蚕大户，推广省力高效的新技术，打
造示范点，蚕桑产业初步形成了规模
化、集约化、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子长
市蚕桑开发中心主任温建如说。

入夏樱桃红，此味良独美。
日前，宜川县的樱桃迎来了盛果期。笔者来到宜

川县丹州街道后门村双宏家庭农场，一幅丰收的画卷
映入眼帘。碗口粗的樱桃树上，一簇簇红灿灿的樱桃
挂满枝头，市民和游客三五成群在园中游玩采摘、热闹
非凡。双宏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双红和家人穿梭在樱桃
园里，为游客们介绍着樱桃的品种和口味。

“我们这里的樱桃有 12个品种，今年每亩产量预
计3000斤左右。游客来园里采摘的樱桃每斤25元，预
计能卖7万多元。”王双红介绍说。

“我在朋友圈和抖音上看到后门村樱桃的宣传视
频，这里的价格很亲民，比市场上的便宜还新鲜，就带
孩子来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来自吴起的游客王粉粉
说。正在忙着采摘的5岁的女儿应和：“这里的樱桃又
大又甜，我要给姐姐多带一些回去。”

双宏家庭农场占地约120亩，种有樱桃、杏、桑葚、
桃、梨、葡萄 6种水果，而且每种水果还分多个品种。
王双红善于钻研农业技术，在他家的小院里，也分盆分
罐试种着多种新品种水果。在樱桃种植过程中，他采
用了合理密植、秸秆还田、施加有机肥等技术，确保樱
桃的品质与口感，为农场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我这个家庭农场可以从5月份的樱桃吃到11月
的桃子。这期间，游客每个时间段来都能吃到两三种
水果。随后，我还想建个凉亭，提供烧烤设备，让游客
享受到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王双红憧憬着未来的规
划，喜悦溢于言表。

桑园叶绿迎新蚕
记者 叶四青 通讯员 张亚宁

我有好产业我有好产业

6月 15日下午，洛川县槐柏镇
武石村的果农在果园里为苹果套
袋。

眼下又到了苹果套袋的关键季
节。苹果园里，果农们忙着套袋、整
园，处处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忙
碌景象。放眼望去，已经穿上“新
衣”的苹果，像小灯笼一样挂满了枝
头，承载着果农们对丰收的希望与
期待。 记者 赵合欢 摄

丹州樱桃红
通讯员 胡梦丹 胡凡 张佳威

苹
果
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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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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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展示采摘的樱桃

让农民尝甜头、有奔头
——洛川县特色种植发展红火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田伟 王文斌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靠特色。近年来，洛川县因地制宜，整合川道土地资源，发展瓜果蔬菜
等特色种植，增加群众收入，让特色种植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 吴起县长贾路周湾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