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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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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群众采摘苹果

这段时间，黄龙县的苹果迎来
了大丰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发
的瑞香红、瑞雪等优质新品种苹果
首次在三岔镇上市，整个果园与蓝
天白云组成了一幅美丽的乡村丰收
新画卷。

走进三岔镇长石头村的矮化密
植苹果基地，放眼望去，一株株矮化
果树排列整齐、生长旺盛。红彤彤
的瑞香红、黄灿灿的瑞雪苹果挂满
枝头，个个圆润饱满，空气中弥漫着
沁人心脾的果香。

在果园里，人们忙得不亦乐
乎，大家有说有笑地摘果、装筐、搬
运，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现场一
片繁忙景象，客商、运输车辆在果
园里来回穿梭，处处弥漫着丰收的
喜悦。

黄龙县三岔镇长石头村果农马
增玉开心地说着：“我是 2018年栽
植了矮化密植果园56亩，其中品种
有瑞雪、瑞香红和香妃这3个品种，
今年瑞雪第一次上市，口感好、糖分
高，受到客商的喜爱，预计今年瑞雪
产量能达到五六万斤，价格的话，今
年卖到5.5到6元，预计产值达到30
万元。”

据悉，瑞香红、瑞雪两个晚熟新
品种，具有耐贮、抗寒特性，基地全
面落实果园标准化管理措施，出产
的瑞雪、瑞香红果形大、果面洁净、
果肉细脆、酸甜适度，深受广大消费
者欢迎和市场青睐。从延安来的联

络员今年第一次来黄龙县采购瑞香
红、瑞雪苹果，对于今年的果品，他
非常满意。

“今天来到黄龙县三岔镇马增
玉的果园，这个果园管理得非常好，
品种也非常的先进，有瑞雪、瑞香红
等，这种品种在延安市场非常受客
户的喜爱，我今天带着超市老板来
产销对接，把他生产这么好的苹果
销售到延安市场，让更多的客户吃
到最好的苹果。”延安宝塔区苹果销
售联络员马文昌告诉记者。

苹果在喜获丰收的同时，还解
决了大量用工问题，高峰期时，果园
每天可吸纳当地 20多名富余劳动
力，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在苹果园
务工的权文军、权云霞是来自附近
的村民，由于离家近，每年果园在数
果、套袋、采摘等时期，他们都会来
务工，让他们非常满意。

“我们一行来了 10多个人，来
黄龙三岔摘苹果，主家每天给我开
150元，我们觉得还可以，大概现在
还能干几天。”渭南市澄城县务工人

员权文军说。
“我们一到农闲的时候，就到这里

来打工，这里的活挺多，这里能疏果、
能套袋，现在我们在这里摘苹果，主家
对我们也好，我们收入也可以，我们准
备明年继续来。”渭南市澄城县务工人
员权云霞说。

产业兴，则百姓富。三岔镇是黄
龙县的苹果大镇，2021年荣获“中国
苹果产业百强镇”称号，2023年被认
定为首批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近年
来，三岔镇不断引进品质优良、市场热
度高、经济效益好的秦脆、瑞香红、瑞
雪、蜜脆、维纳斯黄金等新优品种，在
全县形成了一批优良苹果品种群，使
果品逐步满足各个阶段市场需求，实
现苹果布局合理化、品种多样化、供应
均衡化。截至目前，全镇苹果种植面
积 5 万亩，占全县苹果种植面积的
42.37%，总产量预计 3.20万吨，鲜果
产值2.2亿元。

“三岔镇共计有苹果5万亩，其中
矮化苹果1.2万亩，今年围绕老园改造
提升，我们沿 327国道，累计建设 814
亩黄龙县省级苹果无支架高效密植

‘3332’栽植模式示范园，该示范园也
是全县最大的示范园，后续我镇将聚
焦苹果产业提档升级，继续做好人才
指导和技术服务等工作。”三岔镇组织
委员袁晗介绍道。

截至目前，黄龙县挂果园 9.75万
亩，已完成采摘12.3万吨，预计今年总
产量13.8万吨，预计产值7.45亿元。

“我们积极回应群众诉求，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为群众解决困难
事、烦心事，将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黄龙县石堡镇组织委员党娜说
道。近年来，石堡镇党员们持续“在线”，活跃在基层治理一线，将为民服
务的点点微光汇聚成不灭的火焰。

为进一步服务群众，石堡镇以“三亮四带”为载体，将党员服务与满足
群众需求深度融合，组织懂技术、懂市场、懂农业的15名党员成立中蜂养
殖、樱桃种植、连翘种植党员服务队，手把手教农户种植养殖技术，一对一
解决实际问题。组织具备法律知识与沟通技巧的 20名党员成立矛盾调
解党员服务队，下沉一线从法理情角度深入开展释法说理、思想疏导和困
难帮扶，帮助调解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土地征收、物业管理等矛盾纠纷
26起，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国庆期间，梁家河村召集 7名党员志愿者，组建“守护美丽钓场”小
分队，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早早就在钓场清理漂浮物。“这几天风很大，钓
场容易堆积落叶，及时清理能为游客留下美好印象。”梁家河村党员殷
进冬说道。

今年来，石堡镇组织出动党员干部、党员志愿者、青年志愿者等共
436人次，在黄龙渔业休闲小镇为游客提供各类服务，维护交通秩序，提
供路况咨询服务，耐心帮助游客排忧解难，并为游客推介旅游路线，用实
际行动诠释着党员的责任与担当，彰显石堡温度。

“之前我们楼道口横七竖八地停放了 10余辆电动自行车，一些电动
车的停车位还侵占了居民休息活动区域，行人只能艰难侧身通过。向社
区反映后，社区党员干部积极和物业沟通，在我们小区多划了几个电动车
停放区，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城东社区居民曹红红说。

今年来，组织召开联席会议12次，推动解决小区物业选举、电动车停
放及充电、管道铺设等问题 13个。依托服务群众周“解忧”为民办实事
213件，收获群众的广泛好评。下一步，石堡镇将继续利用好党群服务中
心阵地优势，党员干部在“家门口”收集群众诉求，邀请群众代表、物业、民
警等多方力量召开联席会，协商讨论，探索诉求达成“新路径”，打通基层
治理“微循环”。

将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
通讯员 安静 白杨越

素有陕西“一叶肺”和“天然氧吧”美称的黄
龙县。近年来，县上坚持生态立县战略不动摇，
充分发挥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不
仅美了当地生态，也富了群众口袋。

“咱们野生连翘抚育基地规模挺大。你看
这连翘树长势多好，现在村里面在搞林下种植
苍术、黄精，将来会有更大的收益。”界头庙镇高
梁村村民杨金龙高兴地说。

走进界头庙镇高梁村的野生连翘抚育基
地，规模宏大，连翘树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碌
于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上，种植着黄精和苍术
等中草药。这不仅是黄龙县今年3月创建的省
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之一，更是一次在连翘树
下试验套种多种中药材的创新实践。杨金龙和
村民们的辛勤劳作，预示着未来丰收的希望。

杨金龙告诉笔者：“现在村上搞这个野生连
翘抚育基地，在林下种植中药材黄精和苍术，在
不久的将来应该会有更大的收入。我们在这里
务工也有可观的收入，将来会更上一层楼。”

近年来，黄龙县依托其得天独厚的生态优
势，特别是野生连翘的丰富资源，探索出一种全
新的林下经济发展模式。在连翘树下，尝试套
种苍术、黄精等中药材，这种创新的种植模式不
仅保护了生态，还推动了产业的发展，实现了生
态保护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目前示范区连翘采摘已经完成，共采摘了
连翘5吨，村集体采取分成采摘受益的模式，收
入10万元，其中群众分成8万元。除此之外，示
范区建设过程中所需劳动力全部雇用本村群
众，已累计用工 2000余人次，群众在参与示范
区建设的同时增加了务工收入。”高梁村第一书
记张飞说。

目前，界头庙镇已经完成了 2776亩野生
连翘的抚育工作，并且计划在二期再抚育 3000亩，同时还有 5000余亩
的土地正在规划中，同时计划在连翘树下种植黄精和苍术新品种中药
材 7000余亩，这种结合林上采摘与林下种植的策略，不仅提高了经济效
益，也促进了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
展机遇和希望。

“2024年，界头庙镇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三个经济部署要求，
响应中药材‘五要’发展模式和‘321’工程，按照‘当年夯基础、次年做提
升、三年见成效、五年成示范’的发展思路，大力实施野生连翘抚育，在生
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和野生连翘保护抚育上作了很多积极的探索，力促
生态和产业双促进，为下一步打造黄土高原连翘小镇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界头庙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张建刚说。

目前黄龙县的林下经济已经实现了林上采、林下种、林中养、林间游，
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近年来，我们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创建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3个，发展核桃 16.9万亩，林下中药材
种植 2.18万亩，林下养殖中蜂 9.3万箱，食用菌、森林旅游等产业蓬勃发
展，在促进就业，增加群众收入方面作出积极贡献。下一步，我们将积极
争取产业基础设备项目、引进精深加工企业，加大对群众的技术培训，强
化示范种植基地建设，特别是针对连翘产业，加强‘三边’‘三荒’栽植补
植，力争在2025年实现‘连翘遍地栽，黄花漫坡开，旅游好风光，群众乐开
怀’的连翘产业格局。”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副局长赵炜龙说。

秋打核桃满地“金”

连日来，随着青皮核桃的陆续
成熟，位于白马滩村的黄龙山农副
产品集散中心也逐渐忙碌起来。“以
前销路窄，核桃成熟后只能等着外
地客商上门收购，而且卖不上价，自

从成立了农副产品集散中心，核桃
不但不愁卖，经济效益还大幅上
升。”河西坡村的核桃种植大户潘建
成说。

潘建成有40余亩核桃，由于管
护得当，今年亩产达 1000多公斤，
亩收入在1500元左右，提起核桃种

植，潘建成看着核桃树上的“金果
果”，满是自豪。

据了解，白马滩镇现有核桃2.8
万余亩，今年，预计干果产量可达
5000余吨，比去年增加近100吨，总
产值7500余万元，户均增收1700余
元。

自去年通过“集体经济+公司+
农户”的模式帮助群众销售核桃以
来，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将核桃变
现。目前，白马滩镇核桃产业已基
本形成了上等核桃以销售鲜果、干
果为主，中等核桃销售核桃仁用于
加工琥珀核桃、枣加核桃等产品，普
通核桃回收后用于榨油的产业链，
确保每一个核桃都有价值，真正成
为老百姓的“致富果”。

小核桃“链起”大钱景。一颗颗
清香饱满的小核桃，不仅成了群众
增收的“致富果”，也成了乡村振兴
路上的“核”动力。

颗颗栗子变“票子”

进入丰收季的不止核桃，在白
马滩镇灵火村，漫山遍野的毛栗子
树上，一个个“小刺球”沉甸甸地挂

满枝头，在茂密的绿叶间，露出一张张
“笑脸”。老百姓正在大山里面捡拾毛
栗子，享受丰收带来的喜悦。俗话说，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灵火村村民祖
祖辈辈生活在大山里，这里生长的毛
栗子树就是他们的摇钱树。

在灵火村，几乎每家都种植有毛
栗子，“我家种了 200多棵栗子树，一
斤3至5元，去年卖了1万余元。”灵火
村村民王玉印一边拾毛栗子一边高兴
地说。

“这一道川，过去都是野生毛栗子
树，结得果实多，但是品质不太好。老
百姓通过对野生毛栗子树嫁接，改良
了新品种，毛栗子的品质提高了，收入
也增加了。每年9月初毛栗子相继成
熟，也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灵火村
党支部书记李文学说。

满满的收获、丰收的喜悦，展现出
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繁荣景象，丰收离
不开广大农民的耕耘，也离不开各项
政策措施的支持和助力，沉甸甸的果
实是对果农们最好的褒奖，白马滩镇
将致力于让农民腰包越来越鼓、生活
越来越美好，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新画卷。

谷穗压弯了腰，苹果笑红了脸，
丰收景象扑面而来；沥青路四通八
达，新农居错落有致，和美乡村近在
眼前，这里是延川县大禹街道眼头
塬村。来自中国石油延安销售分公
司的帮扶力量，使这个“高山之村”
变化喜人。

今年，是帮扶的第七个年头。
10月22日，延安销售分公司组织党
员干部来到眼头塬村，继续开展“乡
村振兴、油我助力”助农秋收主题党
日暨志愿服务活动，蓝色的加油站
工服与蓝天白云相衬，成为一道美
丽的风景线。

眼头塬村地处延川县海拔最高
的山巅，居住385户1030人，当地土
壤、光照等气候地理条件非常适合
发展杂粮、果树产业。从2018年开

始，延安销售分公司在眼头塬村建
立中国石油帮扶基地，结对帮扶眼
头塬村发展谷子、绿豆、糜子等特色
小杂粮产业，从春送良种、秋季帮
收，到捐赠农具、技术指导、订购销
售，帮扶活动一帮到底，提供产销一
条龙服务，带动了农业发展和农民
增收，促进眼头塬村经济产业、村容
村貌、生态环境、组织建设等全面振
兴。

“今年春种之后，连续干旱了
83天，谷子刚成熟又连下了几天阴
雨，庄稼长势没有往年好，但新栽植
的800多亩瑞香红矮化果树长势良
好，明年就能挂果了。”眼头塬村党
支部书记高延东介绍说，在延安销
售分公司多年帮扶下，眼头塬村小
杂粮产业得到规模化种植、多元化

发展，农户从单一杂粮种植向深加
工转变，从过去农作物“不好卖”发
展到现在“不愁卖”“不够卖”，不仅
土地利用了、产业发展了、农民增收
了，也带动了村上水、电、路和民居
的全面改善，提升了眼头塬村的对
外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7年
来，该公司坚持兴业富民思路，付
出帮扶真情，带动全村 316户村民
发展谷子、绿豆、红小豆等小杂粮
产业，其中“晋谷 21号”香谷米新
品种试种面积从 500多亩增加到
2200多亩。农户收成最好的 2022
年，两亩地膜谷子就收入 1 万多
元。今年，延安分公司又为眼头塬
村提供了“晋谷 21号”香谷米有机
新品种，成色品质和营养价值更

高。
“发现我们村有啥变化没？”站在田

间地头，眼头塬村党支部书记高延东微
笑着向前来帮扶、考察的干部群众询
问。“先说路吧，9个自然村，7个实现柏
油路进村入户，弯道处都安装了凸面
镜，方便了盘山道路的安全通行。”梁家
河果园承包商白佳海夸赞道。

兴业富民的发展思路日渐清晰，
眼头塬村将小杂粮“短期产业”与苹果

“长期产业”相结合，田间种植和深加
工相结合，红富士老果园和瑞香红新
果园栽植面积突破1200亩，人均纯收
入超过 2 万元，许多农户翻修了院
落。“因为品质好，目前在延川县城超
市、商场、农贸市场，消费者一看是来
自眼头塬村的农产品，争相购买。”高
延东介绍说。

兴业富民“油”我助力
——中国石油延安销售分公司连续七年开展助农惠民活动

通讯员 董严慧

““苹苹””添秋色添秋色 喜获丰收喜获丰收
——国审苹果新品种在黄龙县三岔镇首次上市

通讯员 陈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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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满地“金”栗子变“票子”
通讯员 刘静 白杨越

秋意起，万物收，又是一年丰收季。老百姓忙碌在田间地头，收获成熟的果实，核桃、花椒、毛栗子，
还有满园飘香的瓜果……一幅幅收获的画卷正在黄龙县白马滩镇徐徐展开。

● 高梁村野生连翘抚育基地

● 核桃收购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