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康印象

本报讯（记者 刘婧 通讯员 寇军
龙）玉米飘香硕果丰，颗粒归仓秋收
忙。连日来，黄陵县的10.8万亩玉米陆
续成熟，迎来金秋收获期。在双龙镇、
店头镇，种植户们抢抓农时，利用当前
晴好天气，积极组织人力和农机设备启
动收割工作，加快“秋粮”抢收进度，将

“丰收在望”变成“颗粒归仓”。
走进店头镇新村，记者看到，一台

台联合收割机在田地里来回穿梭，一排
排玉米连秆带穗被卷入机器，摘穗、剥
皮、秸秆粉碎等工序一气呵成，确保粮
食都能颗粒归仓。黄陵县店头镇新村
党支部书记雷启亮说：“现在机械化收

割的高效作业，让原本繁重的秋收工作变
得轻松快捷，不仅提升了收割效率和经济
效益，还降低了人工成本，也减少了收割
过程中造成的损耗。今年我村共种植玉
米2400余亩，每亩产量约650公斤，预计
总产量可达150万公斤左右，能为村集体
带来130余万元收入。”

为确保秋收工作的顺利推进，黄陵县农
机部门积极协调当地农机合作社，以及渭南、
咸阳等地的农机经营服务组织，做好玉米联
合收割机械的联络调度、维修保养等工作，投
入秋收当中。同时，还抽调农机技术人员深
入田间地头，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支持和现场
指导，解决秋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黄陵县10万亩玉米迎来收获期

金秋时节，正是椒农忙碌时。近
日，记者走进宜川县秋林镇南头村，一
片片繁茂的花椒林里，尚未采摘完的
花椒挂满枝头，鲜红欲滴，椒香扑鼻，
令人陶醉。村民们正抢抓农时，忙碌
于花椒的采摘、晾晒、烘干、脱籽、脱
把、筛选等一系列作业，田间地头洋溢
着丰收的喜悦。

“我种花椒二十几年了，主要品种
为大红袍和小红袍。”南头村村民段延
红说，“近几年，花椒价格波动比较
大。今年我们村的整体价格稳定在每
公斤 50元左右，我今年大概能有近 5
万元的收入，相较于去年还算可观。”

晌午时分，村民们根据天气变化，将
精心采摘的花椒晾晒在广场上。成片的
花椒如同红地毯般铺展开来，为村庄增
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花椒的晾晒要讲究技巧，不能暴
晒，也不能在阴天晾晒，否则会影响花椒
的品质。今天的天气刚刚好，非常适合
自然晒干。遇到阴天，我们就用烘干
机。如今，家家户户都有烘干机，再也不
用担心阴雨天没法晾晒花椒了。”南头村
村民张丽娟说。

站在村头，远眺黄河，民居、村街与
椒林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
乡村画卷。

在炽热的骄阳下，汗水浸透了椒农
们的衣衫，皮肤被晒得黝黑发亮，但他们
依然坚守在这片土地上，用勤劳的双手
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很辛苦，但是已经种了一辈子了，
舍不得家里的地，每年就盼着花椒熟，长
得好了心里也有成就感。”南头村村民袁
成奎感慨地说。

“咱这黄河岸边就适合种花椒。目
前，全村花椒种植面积有3069.2亩，人均
纯收入能达到 1.4万元左右，靠着花椒，
大家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南头村党支
部书记兰新成说。

南头行政村先后实现了四个自然村的

移民搬迁项目，新建住房70院165间，告别
了全村住土窑的历史，完成了配套设施及
安全饮水和电网改造，修建了8.5公里通村
水泥路，建设了385亩花椒示范园并完成了
配套灌溉设施，同时成立了村合作社及互
助协会。“在政府的帮扶下，村子建得越来越
好了，大家的生活水平也都提高了。”说起村
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兰新成颇有感触。

“我们将加大花椒产业培训力度，提
高群众的花椒管理水平。同时，引进新
优品种，实施老园改造，建立技术服务团
队，进一步提升花椒品质，打造属于我们
自己的花椒品牌。”南头行政村包片干部
范忠文表示。

黄河岸边椒香浓
通讯员 张佳威 胡梦丹 宋佳伟 记者 孙艳艳

进行时乡村振兴

我有好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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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梦圆

秋日时节，走进吴起县五谷城镇五
谷城村，在延安圆方集团承包的线椒种
植基地，线椒已经全部完成采摘。

20多年的退耕还林成果，让吴起广
袤大地披上一层厚厚的绿衣，依托得天
独厚的生态环境，吴起县积极引进培育
农业企业，大力发展水产养殖、香菇种
植、高山冷凉蔬菜等特色产业，做好“土
特产”文章，助力群众增收致富，实现乡
村振兴。

延安圆方集团负责人赵晓武说：“今
年我们在五谷城镇包了75个大棚，全部
种的线椒，每茬能产1万多公斤，一年能
产4到5茬，线椒的价格基本在两块钱左
右，市场非常好，销量也不存在问题。”

作为一家农业产业公司，延安圆方
集团目前有农产品深加工、纺织制造、
园区运营三个板块，近年来该公司充分
发挥联农带农作用，通过流转承包土
地，发展蔬菜棚栽、订单农业，保底回购
荞麦、沙棘、小杂粮等农特产品，助力群
众增收致富。

延安圆方集团销售经理杨妙华说：“我
们公司的产品有荞麦香醋、羊毛地毯、
沙棘油、沙棘茶等80余种。本着依托资
源面向市场，注重科技突出特色，服务
农业造福百姓的宗旨，近年来通过订单
种植、示范种植、保底回购的方式，带动

当地群众持续致富增收。截至目前，集
团公司累计上缴税费 7000余万元。带
动相关就业1万余人，农民增收约2.3亿
元。”

增收致富的路上，不让一户群众
掉队。走进吴起县白豹镇洛河食用菌
产业园，一个个香菇个大肉厚、菇形圆
整。2020年，吴起县通过招商引资引

进绿惠源农业有限公司，发展香菇种
植、技术推广、菌种研发、菌棒生产销
售，目前流转土地 110多亩，发展香菇
大棚 109座。

吴起县绿惠源农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徐国伟说：“在吴起发展香菇，温差大
是显著优势，特别是每年到七八月份，
其他地方不能出菇，吴起却非常容易出

菇，并且出的香菇肉厚腿短、口感好，在
市场上供不应求，客户非常喜欢。今年
我们又引进了灵芝品种，试种得非常成
功，后期将大力推广。”

目前，洛河食用菌产业园共发展香
菇种植110万棒，年产值800余万元，销
售菌棒 300多万棒，年产值 1000余万
元。

吴起县白豹镇洛河食用菌产业园
包扶干部尹胜伟说：“在园区建设运营
过程中，县上始终注重发挥联农带农作
用，采取入股分红、园区带动两种模
式，牢牢将村集体和农户镶嵌在香菇
产业链上，一期项目累计带动 5个村集
体、64户农户入股分红，二期项目又带
动 12个村集体入股分红。依托园区优
势，今年我们在韩台、王湾、土佛寺等村
庄又发展庭院香菇50万棒，为广大群众
提供了更多增收渠道。”

希望的田野生机涌动，美好的乡土
大有可为。近年来，吴起县围绕“3+3+
X”农业产业布局，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高
山冷凉蔬菜、山地苹果种植、特色水产
养殖、舍饲养殖等产业，并持续推动农
产品精深加工，带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走出了一条产业旺、效益高的
致富路径，让群众丰收的同时，也让乡
村振兴底气更足。

挖掘区域“土特产” 拓宽增收致富路
——吴起县大力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刘小艳 黄建斌 通讯员 徐志全 许新雨

● 延安圆方集团概貌

当下，又到了甘谷驿红薯丰收的时
节。在甘谷驿镇的西镇村，村民康健平
辛勤劳作在 12亩土地上，这个甜蜜的
红薯产业也为他家带来了增收的希
望。它不仅是土地上的丰收成果，更是
村民们生活改善、走向富裕的美好寄
托，承载着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
待，也让甘谷驿镇在发展的道路上不断
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记者 张鹏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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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班彩彩 记者 王静） 金秋时
节，瓜果飘香。近日，宝塔区临镇镇的早熟弘前富士
迎来了采收季，累累硕果，缀满枝头，到处呈现一派繁
忙喜悦的丰收景象。

走进临镇镇庙塬村，一簇簇、一排排鲜红透亮、饱
满圆润的苹果在蓝天、绿叶的映衬下，格外诱人。在
苹果种植大户韩军的果园里，果农们采摘、分拣、装
箱、搬运，忙得热火朝天，不亦乐乎。

“当下早熟苹果品种主要以弘前富士为主，这种
品种个头大、颜色艳，亩产能达到 7000至 8000斤，比
普通苹果早上市半个多月，不仅价格好，销路也不
错。”韩军一边忙着采摘，一边介绍说。

记者看到，各地客商蜂拥而至。今年苹果个大端
正、着色鲜艳、肉质清脆、皮薄多汁，备受客商青睐。

“这里的苹果个头大、口感好，硬度和脆度也很好。我
这次专程从广州过来，打算收购 20吨左右的早熟苹
果。”广州客商李雄逸说。目前，临镇的优质早熟苹果
主要销往上海、广州、四川等地。

近年来，临镇镇结合苹果种植、管理、销售等环节
不断提升果品质量，打造果品品牌。紧紧围绕苹果防
雹网建设、老果园改造、重大病虫害防控、技术培训等
工作，狠抓各项科技措施落实，有效推进苹果产业高
质量发展，带动果农增收致富。

“我们将充分发挥苹果早熟优势，合理搭配早熟
品种的结构比例，采取新品种的选育、提质增效综合
技术的应用，狠抓乔化果园改造、矮化果园提质，着力
在提品质、扩规模、优结构、增效益上下功夫，真正实
现苹果增产、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该镇副镇长
沙宝旭说。

本报讯 （通讯员 牛荣 刘思男 记者 王静 贺
刚）金秋时节，正是葡萄上市的季节。宝塔区姚店镇
下童沟村曹小龙家的富硒葡萄园里，一串串晶莹剔透、
饱满多汁的葡萄挂满枝头，吸引众多市民前来采摘。

采摘园里，果农们正忙碌地采摘着葡萄，他们小
心翼翼地将葡萄剪下，放入筐中，动作娴熟而又迅
速。还有不少顾客提着篮子，穿梭在葡萄架下，精心
挑选着自己心仪的葡萄。有的顾客一边采摘一边品
尝，尽情享受着田园采摘的乐趣，对富硒葡萄的美味
赞不绝口。

“去年我来这里摘了好多次葡萄，今年准时踩点
又来采摘了。今年的葡萄颗粒饱满、表皮丝滑，又甜
水分又足，确实好吃。”前来采摘葡萄的游客吴硕品尝
后说道。另一位游客任红斌表示，这里的葡萄就是香
甜，吃得爽，家里大人小孩都特别喜欢吃。

曹小龙家的富硒葡萄以其独特的营养价值和美
味口感备受消费者青睐。这些葡萄在种植过程中，严
格控制土壤、水分和光照等条件，确保每一颗葡萄都
富含丰富的硒元素。而硒是一种对人体健康非常有
益的微量元素，具有抗氧化、增强免疫力等功效。“我
这片葡萄园有三亩，今年预计产量 9000多斤，收入 13
万元左右。我种的葡萄主要上的羊粪和富硒有机肥，
地面是果园生草，我们的葡萄色泽亮、口感好，主要也
是想通过好的产品来推广‘正远大地’葡萄品牌，欢迎
大家前来采摘。”曹小龙介绍说。

目前，姚店镇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创新发展理念，
引进优质品种，积极调优农业产业结构，引导群众因
地制宜发展葡萄种植，科学规划富硒水果和富硒蔬
菜，不断增加农民收入，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多力量。

弘前富士俏枝头
果农丰收心喜悦

富硒葡萄鲜上市
采摘园里乐趣多

● 果农在采摘苹果

● 顾客在园里采摘葡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