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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果品质量的同时，绝
对不能损害客商和果农双方的利
益……”

近日，在洛川县石泉镇上兰村
的一户果农家中，苹果经纪人缑步
芳正在一边帮助苹果装箱，一边反
复叮嘱分拣苹果的工人。

今年 64岁的缑步芳是洛川县

石泉镇人。36年前，当兵退伍的缑步
芳想不到有一天自己会将苹果卖到天
南海北，且一年能卖出200多万斤。

1988 年，退伍后的缑步芳开始
经营着自家的果园，喜欢走南闯北
的他，嗅到了牵线搭桥售卖苹果的
商机。

“在客商和果农双方之间协调沟

通，就把生意做成了。让买家买到货，
卖家卖了货，自己又得到了实惠，所以
就喜欢上这个行业。”缑步芳说，客商
收不上合适的苹果，果农等不到合适
的买家，双方交易存在阻碍。在他的
奔波下，促成了多笔苹果交易，那一年
就挣了 2000元。缑步芳信心满满地

“摇身一变”成了全村仅有的两个苹果
经纪人之一。

洛川县作为延安苹果的第一苹果
大县，作为“中间人”的苹果经纪人有
效解决了苹果交易市场上信息不对称
的问题。

“那会，我们不叫‘苹果经纪人’，
叫‘代办’，我们去跑业务，字据都随手
写在烟盒上就算数，现在大家的法律
意识增强了，合同也更规范了。”缑步
芳说。

作为从业近30年的苹果经纪人，
缑步芳深知，在帮助客商收购苹果的
同时，帮助老乡的苹果卖出好价格也
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缑步芳同村的果农缑新宝老两
口身体残疾，家里种的苹果的质量和
产量都不高，客商不愿意专程来收
购。缑新宝年龄大了，也不方便将苹
果运出去销售，趁着缑步芳收购同村
果农苹果时，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
了过来。“没想到，缑步芳当即就答应
帮我销售苹果，真是给我帮了大忙。”
缑新宝高兴地说，“去年我们家的一

万多斤苹果，他帮我们以一斤 3.4元
的价钱售卖，挣了三万多元，我们真
的很感谢他。”

“他订购了我家的苹果以后，装
货都是按合同办事。而且装完苹果
立即结算果款，我非常放心。”缑新宝
连续 6年将自己的苹果交给缑步芳
收购。

经过缑步芳近三十年的积累，他
手机里存着 60 多个客商的联系方
式，一到收苹果的时节，院子里满满
当当停的都是客商的车辆，为此他还
专门给家里院子安装了两个路灯，多
年来他赢得了客商和果农的信任。

“既然干了这行，必须有诚信和责
任心，不偏向他们双方，公平公正让双
方都认可。”今年销售早熟苹果160多
万斤的缑步芳有着自己的“秘诀”。

每年，广东客商张老板都会把采
购苹果的业务交给缑步芳，“缑步芳很
有责任心，处理问题也很到位。有时
候果商和果农有了矛盾纠纷，他也能
及时协调解决。”张老板说。

“我近三十年靠着当苹果经纪人
养大了 8 个孩子，还是很有成就感
的。”缑步芳划动着手机朋友圈，看着
孩子们的幸福生活，脸上露出了笑容。

9月的洛川，苹果马上采摘上市，
果农正忙着卸袋，经纪人同样闲不下
来，联系客商、统计数据……迎接马上
到来的丰收年。

缑步芳：“干了这一行，就要公平公正”
记者 朱佳雨 张鹏飞 通讯员 张水龙

● 缑步芳（右）与果农交谈

近日，甘泉县农业农村局为了
让更多的群众了解《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工作人员在
县城中心街为过往群众发放宣传单
和手提袋，让更多的人明白农产品
质量安全的重要性，受到了群众的
热烈欢迎。

通讯员 范筱霞 摄

这里曾有一个看戏的绝佳地，
如今是个“拍戏”的好地方；这里自
古多出文士，如今常有研学写生之
人到访；这里的每窑每院封藏着世
世代代的欢喜苦乐，如今见证着各
家后人的热闹光景……

甄家湾村是延川县关庄镇的一
座古村落，建于蒙古至元二年（公元
1265年），距今已有 750余年的历
史。现存古窑洞 97院 258孔，是陕
北地区现存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
的传统古村落。

缓缓拾阶而上，轻轻推门而入，
便走进了拔贡甄兰英的那段时光
里。光影朦胧的窗格，挑灯夜读的
身影，伏案书写的情景，在环视漫步
间已然浮于脑海。

经初步考证，清嘉庆至咸丰年
间，村里曾考取岁贡两名，拔贡一
名，武生一名，廪生一名，生员两
名，贡生文化丰富厚重。而拔贡甄
兰英当年居住的院子被完整地保
留了下来，里面有佛堂、灶房、厅
堂、闺房等。厅房的院墙还有一个
瞭望口，对面便是一座戏楼，正好
看戏。

透过瞭望口，目光从正对的戏
楼台柱间穿过，隐隐地现出一河清
水，白鹅几只，还有沿河蔓延的一大
片绿意盎然的菜园，背后尽是绵延
不断的峁梁，这便是史铁生笔下《我
的遥远的清平湾》的样子。

再看那错落有致的排排窑洞，
石头垒砌的低墙小院、曲折蜿蜒的
石板路、门前硷畔的洋槐枣树、立

在角落里的石碾磨盘……都是治愈
系、田园风，极易唤起童年的美好记
忆，浓浓的乡愁亦在心间悄然泛起涟
漪。

儿时的大炕从窗口一直连到灶
台，高高的炕沿留下了“小鬼们”爬上
爬下的痕迹，燃起的灶火映红了奶奶
的笑脸，铁锅缝里腾起的缕缕热气散
发着妈妈的味道，还有爸爸娶亲时的

“三转”高配——缝纫机、手表、自行
车。墙上的印花镜、泛黄的黑白照，爷
爷常常擦拭的锄犁、镢头……这些“老

物件”都是放不下、忘不了的情怀。
甄家湾村承载了甄春艳的整个童

年，这里是她始终割舍不了的眷恋。
自小生长在村里的她，成年后嫁给了
邻家小伙，二人不仅青梅竹马、羡煞旁
人，更是村里公认的有志青年。十年
前，他们告别这片黄土地、外出从商。
可十年后，他们还是决心回到村里，修
缮老窑，重整旧居，打造了甄姐小院，
既开办了农家乐，又守住了旧时光。
现在，二人又做起了网络直播，不仅让
全国各地的粉丝朋友知晓了甄家湾这

座古村落，也尝到了本地特产的味道，
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到来。

“虽然在外面做生意挣了点小钱，
但还是想回到村里做点有意义的事
情。这样既能守着自己土生土长的地
方，还能把这些年在外面闯荡的一些
经验、理念、技能用在咱们甄姐小院这
个乡愁馆里，让过去的历史文化创造
出更多的价值，这也是我们整个县乡
村发展古村落的一个思路。”甄春艳
说。

一波波写生团队来了，一部部影
视剧开拍了，一家家民宿生意火爆，一
个个村民笑脸盈盈……如今的甄家
湾村，让历史开出了“花”，让文化结出
了“果”。

“甄家湾村在2017年整体被修缮
之后，主要发展了影视拍摄、写生创
作、教育研学、传统文化体验四个基
地。光来这写生创作和采风绘画的就
有来自中国美协、山东省画院、陕西省
作协、南京美院等好多学院的老师学
生，还有剧组影视拍摄，像《建国大业》
《信仰》《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光荣与
梦想》三十多个剧组来到咱们村上，这
些影视剧组一来，整个村子就热闹了，
村民做群演、务工和制景。他们吃住
都在咱们村上，前两天还来了个剧组
拍摄，饭菜就在咱们甄姐小院吃的，跟
上都沾光了。”甄春艳的自豪与喜悦溢
于言表。

斗转星移，世事变迁，生活虽换了
当年模样，然而，日升月落，那院那墙，
却停滞了时光岁月。甄家湾变了，甄
家湾又没变。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近日，子长市余家坪镇
王家湾村的苹果示范园内，诱人的红苹果压弯枝
头，犹如喜庆的“红灯笼”，连片的苹果树郁郁葱
葱、枝叶繁茂，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工人和游客
们纷纷前来采摘、游园，早熟苹果成熟的气息弥漫
在果园里，散发着诱人的清香，果农们迎来了属于
自己的丰收季。

产业兴则百姓富。果农孙建忠站在地头高兴
地说：“有了气象局工作人员的专业指导，在家就
可以掌握园内温湿度，天气预报信息也及时，今年
的苹果长势良好。”

当下，早熟苹果处于成熟采摘期，中晚熟苹果
处于果实膨大后期，果实发育良好，且近期水热资
源匹配良好，有利于苹果膨大丰产。

子长市地处黄土高原腹地，日照充足，昼夜温
差大，通风透光好，空气湿度低，具有发展苹果种
植业的独特优势。但其实，今年在苹果生长关键
节点，先后经历低温雨雪、寒潮、冰雹等自然灾害，
苹果的丰产丰收来之不易。

每逢苹果生长关键期，子长市气象局都会制
作特色农业气象服务材料送到果农手中，及时发
布预报预警信息，提醒果农做好灾害性天气防御。

目前正值苹果膨果期，农业气象技术人员建
议果农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注意遮阴，及时喷灌，
有效控制病害。

“气象部门会定期给我们发布《农用气象预报
信息》及《果业气象专报》，我们会根据气象局给的
建议再进行果园日常管理。”果农孙建忠说。

市气象农技人员还会不定时到果园开展果业
气象需求调研，经常面对面与果农交流，详细了解
气象灾害影响、果业服务需求，有针对性地为果农
提供精细化的服务。同时，向果农积极宣传“气象
小哨兵”微信小程序，帮助果农通过“气象小哨
兵”，实时了解气象预警信息，掌握每个果园温度、
湿度、风向等信息，方便果农第一时间采取防范措
施。

目前，子长市早熟苹果采收销售已接近尾声，中晚熟苹果长势良
好，预计将再迎丰收，产量可突破15万吨，产值将达8亿元。

你的田园风 我的治愈系
——延川县甄家湾村古村落焕发新生机

通讯员 杨美蓉 记者 张鹏飞

● 甄春艳夫妇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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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建忠采摘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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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走在宜川县丹州街道景阳行政村的景阳桃时代种植基地，
阵阵桃香随风袭来，沁人心脾。放眼望去，一棵棵桃树上挂满了红彤
彤的甜桃，在片片绿叶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诱人。

“最近成熟的品种叫‘秋彤’，不仅名字好听，吃起来也香甜。”说
起自家的桃园，宜川县景阳桃时代现代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
军明非常自豪。

今年42岁的李军明是一名退伍军人，2000年退伍后一直在外跑
运输，2018年他回村看到家乡连片的土地无人打理，便萌生了回乡
发展的念头。

“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看到老家的土地撂荒，我就想着要解决
土地闲置的问题，让留在家的老人、妇女可以就近务工，补贴家用。”
凭着当兵那些年练就的吃苦耐劳精神，李军明坚信能在家乡打造出
一个令人羡慕的“桃园”。

决心已定，接下来就该学技术、流转土地。最初的那段时间，没
有任何经验的李军明，在网上循环观看关于桃园管理的“致富经”。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做农业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因素发生。

“当时一次性在村上流转了40亩土地，全部栽植桃树苗，刚开始
试种那会儿，尽管桃树的长势并不好，但也慢慢开始挂果。然而，
2021年初的寒潮给桃园带来了灭顶之灾，一大半桃树被冻死，这也
意味着多年的付出血本无归。”回首当初的经历，李军明非常感慨。

“放弃？还是坚持？”他选择了后者。2022年初，李军明邀请大
荔县的农艺师团队前来指导，选用适合当地环境种植的桃树品种，并
以“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为经营理念。白天田地里干活，晚上做
笔记总结经验，李军明硬是把自己练成了一名“土专家”。

在桃园种植管理中，李军明引进了现代化的种植技术和管理模
式，从品种选择、土壤改良、病虫害防治等方面都进行了科学规划和
精心管理，采用生态种植模式，桃子开花坐果以后，实行套袋管理，避
免受到害虫等外界有害因素的影响，从而保证桃子品种。

“种植过程中我们采用农家肥，提高土壤肥力，还采用人工除草，
减少农药残留，种植的桃子吃起来也更加鲜甜。”李军明介绍说，目
前，自家桃园有及早春雪、中油24、密玉、中秋巨蟠等8个品种，从今
年6月中旬开始采摘迎客，采摘期一直能持续至10月初。

随着桃园效益越来越好，周围村民增收渠道也越来越宽。遇到
采摘季，基地每天用工可达20余人次。“我在这里做事已经快2个月
了，每天能有 130元的收入，既能照顾家里，也赚了钱，还是挺满足
的。”村民张竹竹说。

走进桃园里，成片的桃树上挂满了个大、色泽鲜艳的水蜜桃，宛
如一个个小灯笼点缀在绿叶之间，美不胜收。工人们穿梭在桃林间，
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我们主要采摘‘秋彤’，采摘量每亩在1万斤左右，销量也挺好，
不仅在当地市场受到热捧，还销往西安雨润批发市场。”李军明说，

“今年预计产量大约7万斤，收入达20多万元。”
面对如此好的前景，李军明很是欣慰。“今年桃园喜获丰收，也让

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我相信凭着退伍军人的这股韧劲，一定
能在家乡开辟出一处‘桃花源’，让山沟沟里也能结出‘致富果’。”李
军明信心满怀地说。

回乡创业育桃园
——记宜川县退伍军人李军明
通讯员 李文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