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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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好产业
小康梦圆

随着盛夏的到来，延川县延水关镇石佛行政村一
颗颗圆润饱满的西瓜开始陆续成熟上市，在为消费者
带来清凉与甜蜜的同时，也为果农带来了不错的经济
效益。

在村民高世红的西瓜地里，满眼皆是绿色，一条条
蜿蜒的藤蔓上结满了绿色的西瓜，高世红和妻子正忙
着采摘成熟的西瓜。

“今年我在黄河滩上务了5亩西瓜，栽了大概2000
棵苗，出了很多力，西瓜也务好了，产量大概是3万斤，
能卖4万多元。”高世红告诉记者。

在高世红精心种植和辛勤培育下，这片土地焕发
出了勃勃生机。每年夏季西瓜上市的时候，都是他最
为期待的时刻，是迎接丰收喜悦的美好时光。

在石佛行政村的自然村苏亚村，该村党支部书记
贺胜阳在西瓜地里已经忙碌了一早上，趁着休息的间
隙，他在地里切开一颗成熟的西瓜，与妻子分享甜美的
味道。

“我们种的西瓜品种是兰州 P2，这个品种的特点
是瓤口绵、长得大、糖度高。”贺胜阳告诉记者，因石佛
行政村位于黄河滩边，日照充足，不施农药化肥，品质
非常好。

近年来，延水关镇政府因地制宜，引导群众积极发
展西瓜种植业，不断提升农民的经济效益。作为石佛
行政村的特色产业，西瓜种植不仅拓宽了农民的收入
渠道，更增强了村民务农致富的信心。

眼下，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干旱天气，延水关镇政府
积极组织干部群众抽取黄河水对西瓜地进行全面灌
溉，保苗稳产，守护农民的“钱袋子”。

“目前，我们村有10户西瓜种植大户，种植种类有
兰州P2，金城 5号。面对当前的干旱天气，镇党委、镇
政府高度重视，组织镇上的干部和瓜农，借助水泵管
道，充分利用黄河水资源，对瓜地进行了有效灌溉。”石
佛行政村包村干部曹凯表示，他们还将借助自媒体平
台等渠道，帮助村民进一步拓宽西瓜销售渠道，不断增
加收入。

夏夜为幕布，稻田做舞台，激情的
村民，澎湃的歌手……7月 11日晚，伴
随着村民的欢呼与蝉鸣，富县直罗镇
稻田音乐会在胡家坡村小树林倾情开
唱，为即将开始的稻田音乐节系列活
动热情暖场。

据了解，本次音乐节系列活动邀
请了延安市南门里的驻唱和本土网红
歌手，将持续到 8月底，每周都将在胡
家坡村开唱。盛夏的胡家坡村，稻浪
在晚风中起伏，乡村小道上游人如织，
夜幕降临之时，乐迷们跟着演唱节奏，
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一起摇摆。《稻

香》《夏天》《小幸运》……欢呼声、和唱
声、伴奏声互相交融，精彩的演出将现
场气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演唱会的
氛围，真是太幸福了。”村民赵先生早
几天得知音乐节消息，第一时间就通
知亲友，邀请他们前来共享美好时光。

本次音乐节系列活动将现代音乐
与乡村旅游相结合，以独特的文化魅
力，为当地村民带来一场别具一格的
视听盛宴。

台上，乐队激情开唱，台下，村民
们共享生活的烟火气。

舞台旁的进村道路两旁，米皮、
漏鱼、凉粉等特色农家饭引来食客们
的大快朵颐，蔬菜、水果等应季农产
品被抢购一空，各色玩具摊位前围满
了小朋友，池塘里戏水的人们玩得痛
快淋漓，坐着小火车观光的游客更是
惬意悠然，荷花池边不时有人驻足拍
照，游船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回荡在稻
田上空……不论走到哪里，幸福、快
乐、惬意、放松，都荡漾在每一个人的
心里。

在美丽的葫芦河畔，伴着动听的
音乐，游客们既置身于轻松愉快的艺

术氛围，也共享着乡村振兴的累累
硕果。

从传统舞台到乡间草地，将娱乐、
休闲融为一体，此次音乐节不仅拉近
了村民之间的距离，也丰富了村民文
化生活，引领了乡村新风尚，为当地群
众和游客们带来了别致的文化享受。

“直罗镇将继续刻画美丽人文意
识，着力培育美好村风，在改善群众生
活环境的同时，不断提升百姓的幸福
指数，切实满足群众多元、多样、多层
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助力乡村振兴丰
富而有内涵。”直罗镇镇长顾富强说。

近日，记者走进洛川县石头镇黄
龙山村蘑菇种植基地，菇香味扑鼻而
来，整齐排列的菌棒上如云朵般的蘑
菇冒出菌包，长势喜人。

34岁的基地负责人王苏杰是土生
土长的黄龙山村人，现任洛川艾力绅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县龙首园农
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曾荣
获共青团洛川县委“青年突击手”称
号。每当被别人问起返乡创业的经
历，他总是说：“苦辣酸甜啥都有。”

苦——初出茅庐经历千锤百炼

2006年 5月，16岁的王苏杰像大
多数农村孩子一样，迫切地想走出这
个穷家，去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王苏杰走上社会的第一站，是在
县城一家摩托车修理铺当学徒。“管吃
管住，没有工资，那时候穷到嗑瓜子都
要连皮嗦到没味才肯吐。”这与他立志
出人头地，帮衬家里的愿景并不相
符。3个月后，在朋友介绍下，他来到
青海一家工地，负责开三轮车，一个月
1200元，减去吃穿用住还能剩下不少。

“第一个月我就给家里寄去 800
元，特别激动。”此后 4年时间，王苏杰
在青海辗转了西宁、格尔木、沱沱河多
个工地，恶劣的环境将他的皮肤晒得
爆皮，但也磨练出了他不屈的意志。

2010年，20岁的王苏杰决定潜心
学习一门技术，又一次只身前往江苏
吴江，进入一家电器工厂。“我学东西
快，领导和同事都非常认可，我很快就
成为技术骨干。”王苏杰说，两年时间
就从流水线工人干到了车间主任，工

资也从2700元涨到了4000多元。
家燕终要归巢。2015年，在外漂

泊8年的王苏杰决定回到家乡，像父亲
一样撑起自己的家。

辣——陕北汉子从来敢想敢干

2015年，王苏杰第一次以农民的
身份走进苹果园时，看到家乡蓬勃发
展的苹果产业，头脑灵光的他在闲暇
之余，和同村好友郭晓强合作干起了
苹果经纪人的生意，每年收入稳定在
10万元以上，家里的光景也逐渐趋于
稳定。

2019年 11月，在河南南阳销售苹
果时候，王苏杰在当地客商的推荐
下，初次见到了规模化生产的蘑菇大
棚，“当时脑子里就在想，我们村里这
么多山地，是不是也可以收拾出来搞
大棚种植。”回到家里后，他到处请教
专家，反复查阅资料，终于证实了自
己的想法。

2020年，王苏杰与搭档郭晓强一
拍即合，说干就干，当年就合伙投资70
万元创办了艾力绅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建起18座拱棚，用来培育蘑菇菌棒。

“我在大棚旁边建了一个小房子，
几乎每天 24小时待在大棚旁边，就看
着菌棒发酵，等着开出蘑菇。”王苏杰
回忆道，没有技术指导我们就自己学
习，资金紧张我们就自己多干，感觉打
破穷苦生活的希望就在眼前，浑身充
满干劲。

酸——崭露头角再次跌落谷底

然而，由于缺少最核心的菌棒制

作方法，第一年下来，王苏杰就赔了24
万元。但他并未气馁：“我已经找到了
大棚种植蘑菇的窍门，再来一年我肯
定能成。”

2021年，王苏杰先后前往河南南
阳、陕西咸阳等地取经，学习菌棒配料
方法，请来技术员进行菌棒制作技巧
指导，并且追加 40万元投资新建了 45
个温室大棚和菌棒生产车间。

这一年，63个大棚共计产出蘑菇
66万斤，收入165万元，王苏杰成功了。

2022年，有了经验的王苏杰信心
倍增，追加50万元承包了18个温室大
棚，用来种植蔬菜。遗憾的是因为控
温技术没掌握好赔损了 13万元，但这
小小的挫折对于他已经算不得什么，
只当是摸索路上的学费。

而另一边大棚蘑菇的品质越来越
好，产量越来越高，王苏杰的大棚产业
已经声名鹊起，慕名而来购买的客户
更是络绎不绝。

可天有不测风云。2023年 3月，
就在王苏杰准备放开拳脚大干一番的
时候，突如其来的一股强风将他引以
为傲的蘑菇大棚吹坏45个。“我就坐在
地上，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大棚被风吹
走，但我又什么都做不了。”王苏杰说，
这一瞬间他感觉天都要塌了，只能像
个孩子一样瘫坐在大棚里号啕大哭。

甜——黄土地里开出不屈之花

“杰杰，我给你帮不上忙，但是我
相信你，你后面想咋干就接着干。”一
向沉默寡言的父亲说话了，让跌落谷
底的王苏杰重拾信心，下定决心要在

大棚种植这条路上走到底。
在农业部门的指导下，王苏杰在

承包来的18个温室大棚引进吊篮西瓜
和博洋甜瓜，凭借个小、皮薄、量轻的
品种优势，并通过石头镇政府的大力
宣传，最终盈利 27万元。靠着这些收
入，王苏杰终于渡过了难关。

今年，王苏杰对蘑菇大棚进行了
大刀阔斧的改造，他先是将损坏的大
棚全部拆除，对完好的4个大棚进行修
缮加固，并在原有基础上重建起6座现
代化温室大棚。

“现在每棚可以放 3万余个菌棒，
产量比以前更高了，效益也翻了一
倍。”王苏杰说，今年还继续种植了吊
篮西瓜16棚、博洋甜瓜2棚，每棚可产
瓜 6000斤左右，每棚销售额可达 3万
余元。

在壮大产业规模的同时，王苏杰还
积极探索助农新模式，目前已经为周边
村民提供了 100多个就业岗位。“每年
发工资就要发出去 60多万元，年底还
会给周边的脱贫户分红。”王苏杰说。

“年轻的时候总想摆脱家乡，现在
我想带着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一起致
富。”王苏杰说。

“厂子建在家门口，不用外出就能
找到活干，每天 8个小时的上班时间，
能够拿到150元工资，这种好事以前想
都不敢想。”村民黄文海高兴地说。

虽屡战屡败但依然选择屡败屡
战，王苏杰坚忍不拔的意志和独特的
命运轨迹，像一汪泉水注入满是黄土
的村子里，开出一朵不屈的生命之花，
也让土村子“活”了过来。

青燕归巢 大展身手
——洛川县石头镇黄龙山村大棚种植户王苏杰返乡创业记

通讯员 王刚 记者 孙艳艳

小康故事

东村，一个领袖曾经驻足的地
方。1935年 11月，毛泽东在这里指挥
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位于村西的福
严院塔自宋至今，见证过直罗镇战役
的决胜千里。

“一切工作要不怕困难”“千不怕
万不怕，只怕不一心”。在东村会议旧
址的教堂廊柱上，还能看见当年战争
的标语遗迹。“这是直罗镇战役留给东
村的宝贵精神财富。”东村党支部书记
秦小虎说，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
东村人坚守这两条信念，按照“铸红促
绿，强村富民”的发展思路，兴建千亩
苹果园、万株樱桃园，着力建设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和美乡村。

6月 24日，记者行走在穿村而过
的柏油路上，左手边成片的苹果园中，
果农正顶着日头仔细除草，一树树套
了土黄金色纸袋的苹果在枝头累累叠
叠，让人仿佛透过盛夏就能望见满塬
彤红苹果的丰硕金秋。右手边则是一

院院干净温馨的农家院落，家家门前
成排的樱桃树高大壮硕，院中房屋耸
立、菜田成畦、花卉绚烂。

随意走进一家，女主人正在收拾
家门前刚采摘完的樱桃园，男主人在不
远处的苹果园里忙着除草。“我们家一共
有13亩苹果、2.5亩樱桃。苹果今年全
部挂了果，长势很好，套了12万个袋子，
到了秋天收入差不了。樱桃今年第一
次挂果，吸引了不少游客入园采摘，村里
的创业坊还帮我们销售了100多箱，总
共卖了2万多元。”女主人赵彩琴高兴地
跟我们说，嘴角的笑压都压不住。

东村位于富县北道德乡南部，因
村落人口基本由山东移民构成，又因
位于宋塔之冠福严院塔之东而得名。
全村现辖东村、下柳池、路家村、永录
和下塬5个村民小组，共有人口342户
1432人，是中组部命名的全国红色美
丽村庄，也是陕西省历史文化名村、民
主法治示范村，延安市文明村，富县清
洁能源示范村。

“苹果是东村的核心产业，全村耕
地 3972亩，其中果园面积 3540亩，占
比89.12%，人均果园面积2.47亩，年产
值6000余万元。”北道德乡党委副书记
左鑫说，东村是全乡苹果种植“明星
村”之一。

“东村是全乡建设数字果园、探索
苹果产业‘小切口大改革’的中心，在
推进全乡以数字农服、数字农管、数字
营销和数字决策为一体的苹果产业数
字化示范体系建设、构建果农共享服
务、实施苹果产业社会化管理、开发

‘北道果’品牌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左
鑫说，该案例已成功入选全国乡村振
兴品牌节十大产业振兴典型案例。

樱桃，是东村人近年来的又一大
收入来源。“樱桃树既能美化环境，又
能带来经济收益。这几年，我们以‘庭
院整治+庭院经济’为抓手，积极治理
村容村貌，持续引导带动村民房前屋
后栽植樱桃树，建设美丽家园。”秦小
虎说，目前，全村已经种植樱桃50亩。

帮助赵彩琴销售樱桃的东村创业
坊，则是该村依托乡村资源禀赋，以支
部为核心、村民为主体，采取“村集体
经济股份合作社+社会投资”的方式，
投资180万元，盘活利用原村委会闲置
办公室，建成500平方米集观赏产售为
一体的农民创业平台。

走进东村创业坊，东村风干鸡、东
村杂粮煎饼、东村樱桃干、东村蜂蜜、
东村香椿芽等土特产琳琅满目。

“建立创业坊的目的，就是要优化
联农带农机制，通过树品牌、补链条，
改变村民自产自销的传统习惯，以供
代售多渠道增加村民收入。”秦小虎
说，东村创业坊整合了全村庭院种植
户 40户、养殖户 35户、煎饼作坊 5户，
自今年 6月 13日揭牌以来，累计销售
风干鸡、杂粮煎饼、樱桃 70余万元，预
计全年销售额将突破150万元。

传承着红色精神，东村正在以强
村富民为目标，引领着村民在新时代
乡村振兴的宽广路上阔步前行。

房前屋后“做文章”生态宜居添光彩
记者 刘彦 孙艳艳 通讯员 杨雪

小康印象

稻花香里“唱”丰年
通讯员 夏蓓蓓

西瓜丰收“甜蜜”上市
通讯员 宋妮 记者 李欢

伴着慢节奏的音乐，“瓶子花”咖啡民宿的主理人
王妮娜熟练地研磨出一杯咖啡，双手为游客奉上清
香。富有年代感的吧台前，三两个年轻人在闲聊，间或
摆弄几下面前的工艺品。几株绿植点缀身旁，一抬头，
巍巍秦岭便映入眼帘。

正逢暑期，这家位于秦岭脚下西安市长安区黄良
街道黄良新村的乡村咖啡馆迎来如织游客。距离西安
市中心 20余公里、深藏在静谧村落，并未阻挡住游客
的热情。

“端一杯咖啡坐在窗边，欣赏着田园景致，风从秦
岭山间吹到脸上，工作的疲惫感立即烟消云散。”从西
安市区驱车而来的市民拓月很享受这放空的一刻，

“‘悠然见南山’从诗中来到了身边。”
同样是被这份松弛感所吸引，2年前，在西安从事

景观设计工作的王妮娜辞职来此创业。文艺范儿的桌
椅、精心淘来的摆件、野趣十足的文创……她将专业所
学融入装修设计，与众不同的村咖馆很快走红，前来探
店的游客络绎不绝。

“现在的农村生活方便，又有远离喧嚣的惬意。”王妮
娜说，村咖馆的卖点不只有咖啡，更有诗意田园的生活。

“咱们村里见”，这是王妮娜为小店打出的口号，也
正在成为秦岭脚下许多青年人生活的写照。

北接西安主城区、南依秦岭，长安区被称为“西安
人的后花园”。近年来，依托秦岭北麓自然风光和厚重
的历史文化底蕴，当地加快农文旅融合发展，一些村庄
以时尚活力的新面貌示人，既吸引了大量年轻游客前
来观光，也让许多青年来到农村创业就业。

走进长安唐村景区，古香古色、修旧如旧的村寨与
旖旎的秦岭景色相映成趣。绿树掩映的几间民宿前，
薄薄的苔藓从青石板缝里钻出，写有唐诗名句的装饰
随处可见。有游客感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
诗句，活脱脱地变成了眼前的风景。

景区内一家名为“濛溪有诗”的咖啡店里，诗词集、
文学名著等书籍摆满了几面墙，店员王娟妮正在电脑
前整理一场读诗分享会的资料。

“常常有家长带着孩子来这里朗诵，分享喜欢的诗
歌，度过‘被诗词滋养的一天’。”从一所大专院校毕业
后，王娟妮已在此工作4年多，参与策划的各类读书会
渐渐打出了名头。“有人文气息的美丽乡村，是年轻人
施展才华的舞台。”她说。

在黄良新村，村集体盘活村民闲置的宅基地资源
打造了文化创意街区，已吸引到 100多位青年前来创
业就业，形成了村咖、民宿、手作、绿植、手工陶瓷等38
家各业态商户。每到假期，村里日接待游客超过千人。

“现在，来农村喝咖啡、吃甜品、住民宿，在年轻人
中颇为流行。”从瑞士卢加诺大学国际旅游专业硕士毕
业的西安青年邓宁去年将甜品店开在黄良新村，如今
店面小有名气，每月营业额超过两万元。

借助互联网平台，小店虽开在村里，也与大市场连
为一体。“我的父亲从农村走向城市，我又从城市回到农
村。这是一片广阔天地，足以承载我的梦想。”邓宁说。

“诗与远方”的画卷在山间铺展，也让当地的村集
体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仅以民宿产业为例，长安区
现有农家乐及民宿 418家，产业链带动数万人就业。
西安市长安区副区长谢斌说，通过打造“旅游+文化”

“旅游+农业”“旅游+民俗”等多层次、差异化的业态，
越来越多人享受到乡村振兴的红利。

“年轻身影的涌现，为乡村旅游注入了新活力和新
思维。”西安市长安区文旅局副局长王青说，如今在秦
岭脚下，旅游方式正经历着从单纯游山玩水到“看风
景、赏风情、观风物、探风俗、品风味”的转变。

“咱们村里见”
——秦岭脚下诗意田园成为青年创业乐园
新华社记者 陈晨 邵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