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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梦圆

让苹果成为红都百姓的
致富果、幸福果

记者 王垠山 孙艳艳 刘振振 通讯员 杨耀武

觉德村的蔬菜“聚宝棚”
通讯员 班彩彩 记者 王静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红彤彤的
苹果挂满枝头，在红都志丹的山山峁
峁，展开了一幅幅丰收的喜人画卷。

志丹县地处西北黄土高原丘陵沟
壑区腹地，发展苹果产业具有得天独
厚的自然条件和区位优势。近年来，
志丹县紧密围绕“打造陕北山地绿色
有机苹果强县”的目标，持续将山地苹
果作为富民强县的主导产业进行培
育，持之以恒稳规模、强管理、提质量、
增效益，逐步实现了规模化、高效化、
标准化的发展，让苹果成为群众增收
致富的“甜蜜”产业。

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10月23日，在志丹县纸坊便民服
务中心高梁村王炳权的果园里，一颗
颗饱满红润，色泽艳丽的苹果挂满枝
头。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
搬运。

王炳权告诉记者，2008年，他在
政府的帮助下栽植了24亩果树，2014
年开始挂果。“那时候，村里种苹果的
只有我，农资、肥料等都要从洛川购
买，销售也是我去洛川联系客商购
买。”王炳权回忆道，在他的带领下，村
民也陆续种植苹果，到 2017年，村民
们就有了三五万元的苹果收入，种植
也更有信心了。

“2015年开始，我又陆续承包了
50亩果园，现在挂果面积有 30亩，今
年套了 32万袋。现在果园的收入基
本稳定，每年能收入三四十万元，一年
纯利润在20多万元。”王炳权说。

在王炳权的带领下，高梁村目前
果园面积达400多亩，产值能达到400
万元。村里还组建社会化服务队，针
对果树修剪技术对村民进行技术服
务，帮助村民提高果树管理水平，助力
苹果产业提质增效。

高梁村的产业发展是志丹县巩固
提升基地，夯实产业发展基础的缩
影。近年来，志丹县强化政策驱动，调

整优化区域布局和品种结构，培育经
营主体，积极引进龙头企业，培育涉果
合作社244家、家庭农场1420家、产业
大户3809户，新型经营主体果园占比
50%，成为苹果产业发展主力军。

创建高效示范园

“我这片果园有 4亩地，套了 7万
多袋，一斤卖4元，收入了13万多元。”
提起自家的果园收入，志丹县侯市便
民服务中心井坪村果农任玉玲自豪地
说。

任玉玲家共有 50余亩苹果，自
2009年，自己成为村里最早的苹果
产业种植大户，她始终坚持对苹果
科学管理，施农家肥，她家的苹果个
头大、色泽鲜艳，一直深受各地果商
青睐。

“我家的苹果果质好，着色好，口
感脆甜，苹果大多以80#以上为主，自
然也能卖上好价钱。”任玉玲说。

侯市便民服务中心按照“打造精
品示范园、巩固提升撂荒园、管理成品
挂果园、注重营销促增收”的思路，大
力发展苹果产业，现有苹果面积
15000余亩，其中挂果园 9000余亩。
同时流转土地新建高品质果园，从苹
果修剪、拉枝、选用农家肥和苹果销售
等方面对果农进行全方位技术指导，
全面打造高质高效果园。

近年来，志丹县通过建立示范包
抓机制，加大“十百千万”示范工程、高
质高效、美丽果园创建力度，建成苹果
万亩示范带 28条、千亩示范区 12个、
百亩示范园 960个、示范农场 757个，
省级高质高效果园 3个、市级美丽果
园 14个。同时加快科研推广试验示
范工作，重点引进秦脆、瑞雪、维纳斯
黄金等32个品种，开展砧木新技术应
用、土壤三肥匹配及水肥一体应用、病
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应用，助力苹果产
业提质增效。

拓宽果品销售渠道

近日，在志丹县召开的2024年苹果
产业高质量发展产销对接暨赛园赛果表
彰大会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各镇（街
道）中心纷纷拿精挑细选的参赛苹果进
行展销，柜台上琳琅满目的苹果，个个色
泽鲜艳、果形端正。市民游客及采购商
们驻足品尝、咨询。

会上，陕西龙康广贸易有限公司与
志丹县洛水瑶农牧业有限公司达成
4000吨苹果供销协议；志丹县果业局分
别与延安华圣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商会签订了生产技术合作框架协议
和苹果销售长期合作协议。

据志丹县果业局局长马玉雄介绍，
为了进一步拓宽苹果销售渠道，让果农
生产的好苹果能够卖上好价钱，志丹县
已经先后举办果品产销对接推介会 20
多场次，与北京、深圳、杭州、吉林等 10
余家果品经销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
系，组建客商信息库、定期发布市场信
息，组织全国各地80多家果商走进志丹
县进行苹果采购。

“希望通过品、评、看，示范带动果农
加强对果园的投入和管理，推动苹果高
质高效生产。同时搭建交流平台，加大
宣传推介力度，扩大志丹苹果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促进志丹县苹果销售。”马玉
雄说。

近年来，志丹县紧紧围绕“打造陕北
山地绿色有机苹果强县”目标，稳规模、
强管理、提质量、增效益，今年全县苹果
挂果园面积达22.6万亩，预计产量24.57
万吨，产值可突破15亿元。

“今后，我们将紧盯苹果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建设机遇，一体推动苹果产业研
发、生产、加工、包装、销售及文旅等全链
条改革提升和高质量发展。到 2025年
苹果面积稳定在30万亩，总产量达到28
万吨，优果率达到 85％以上，实现产值
突破18亿元以上，努力让苹果成为群众
的致富果、幸福果。”马玉雄表示。

本报讯（通讯员 吴舒捷 田伟 记者 王垠山 孙
艳艳）近日，洛川县杨舒便民服务中心太月村田河
组的红薯基地又迎来了新一年的收获。挖薯机在
田埂间来回穿梭，在翻滚的泥土中，一个个红薯从
机尾跳跃而出，村民们紧随其后，将红薯去泥、分拣、
装袋……大家忙得不亦乐乎，尽享丰收喜悦。

“我们中心提前谋划，一方面同周边县城各大超
市、农贸市场进行对接，及时让红薯更快地进入市场；
另一方面，借助杨舒咨询直播平台，提高红薯的知晓
率，让红薯更好更快得销售出去。”洛川县杨舒便民服
务中心办公室干部常文浩说。

太月村田河组位于洛河峡谷地带，是典型的川道
村，以前基本土地以玉米种植为主，产值较低。为了
进一步优化洛河峡谷地带产业结构，2023年，杨舒便
民服务中心党委、乡村干部多次外出考察，积极探索
适合当地种植的特色产业，2023年成功引进并种植

“秦5”号优良红薯品种。
“今年我们种植了 50亩红薯，每亩地产量在 1万

斤左右，按照每斤 1元价格算下来，预计收入 50万元
左右。我们将拿出纯利润的7%给脱贫户分红，10%用
于壮大村集体经济，另外再拿出10%用于发展村上公
益事业。”太月村党支部书记郭书生表示。

红薯的种植不仅增加了村集体收入、群众收入，
解决了周围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同时也推动了帮
扶产业提质增效，巩固了脱贫成果，让村民切切实实
尝到了甜头。

今年31岁的村民田少波是村里的脱贫户，从去年
就把7亩地按一年一亩地1000元承包给了红薯基地，
农闲时便在基地打零工，实现了两份土地两份收入。

“我主要是在田河村做养殖的，然后闲暇时间在基
地干个零活，一年下来大概能收入1万左右，红薯卖了
还给我分红，感觉非常好。”脱贫户田少波高兴地说。

近年来，洛川县杨舒便民服务中心立足村情实
际，把发展特色产业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积极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新途径，因地制宜、因村施
策，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多途径增加群众收入，把农
民增收致富作为各项工作的落脚点。

“下一步，我中心充分借鉴太月村红薯基地种植
成熟经验，以点带面，以面促域，不断壮大村级经济。
同时以“千万工程”创建为契机，结合村情实际，因地
制宜做好项目谋划和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全面助推乡村振兴。”洛川县杨舒便民服务中心副
主任李泽阳说。

“嘚儿个嘚，嘚儿个嘚……”连日
来，宝塔区临镇镇觉德村的大棚种植
户王随红总是哼着小曲儿，内心的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

提起王随红的高兴事，大家都知
道。“每天千八百块的收入，换谁不乐
呵。”觉德村副主任石信说道。

王随红逢人就高兴地说，他今年
的大棚蔬菜大丰收，不但产量高，价格
也好。前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发出
五六百斤的蔬菜，批发价达到了4.5元
每斤，收入相当不错。

王随红有着十几年的大棚种植经

验，近年来，更是打破传统种菜方式，
运用新技术、新思路让大棚产业发展
焕发新活力。他采取无公害施肥喷
药、科学化富硒种植，生产出的蔬菜口
感好，品质高，深受客商和消费者的青
睐，产品远销河南、甘肃等地。

“觉德村的富硒蔬菜在市场很受
欢迎，我们合作已经好几年了，品质没
得说。王随红家的蔬菜我基本都提前
预订。”辣椒收购商李老板称赞道。

王随红介绍说：“我们的蔬菜施的
是农家肥，同时在自然生长的过程中
将硒元素导入植物体内，从而产出有

机硒含量较高的蔬菜，口感和品质以
及营养价值都提高了不少，因而很受
大众欢迎。蔬菜销量很大，跟我们合
作多年老客户的需求量只增不减。觉
德村目前主要种植辣椒、豆角、西红
柿、茴子白等绿色蔬菜，供不应求，给
乡亲们带来了不错的收益。”

觉德村像王随红这样靠着大棚产
业增收致富的人还有很多，通过“夏收
瓜、秋收菜”两茬轮作的种植模式，打
造成了觉德村蔬菜产业“聚宝棚”。

自己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富。
这几年，王随红带领其他种植户一起

钻研新技术，尝试新模式，与大家一起分
享种植经验，一步步提高蔬菜产量和品
质，成为菜农的科技示范户。同时他还
多方面拓宽销售渠道，主动组织、联系蔬
菜销售，让种植户们所产蔬菜全部销得
好、价格优，进一步增加村民收入，真正
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

近年来，临镇镇坚持党建引领，依托
资源优势，不断在大棚种植上做文章，从
产业扶持、技术服务等方面入手，根据市
场需求，不断促进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借
助“大棚经济”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带领群众念好“聚宝棚”里的致富经。

本报讯（通讯员 袁妞 干轩）眼下，正是苹果大
量采摘上市的季节，在延川县乾坤湾镇的苹果园里，
处处可见果农们忙碌奔波的身影。他们活跃在田间
地头和苹果收购点之间，只为将最后一拨苹果卖出好
价钱，为一年的辛勤劳作画上圆满的句号。

在乾坤湾镇寺罗村，苹果种植户白东明正在自家
苹果地里忙碌着。白东明种植苹果已有10多年了，通
过多年的精心管护，他家的苹果品质佳、口感好，深受
客商喜爱。“我今年总共种植了80亩苹果，有夏富士和
秋富士两个品种，一共能卖 45万元，今年苹果收益还
是非常不错的。”白东明高兴地说。

在乾坤湾镇的另一片果园里，一颗颗青黄鲜亮的
苹果挂满枝头，这是黄宝樟去年刚刚承包的1070亩瑞
雪苹果果园，经过一年的管理，今年的苹果色泽透亮，
口感香甜，品质纯正。

“我是 2023年 9月份承包的果园，现在到了丰收
季，果子口感相当好，糖分达到了19.5以上，吃了的都
说好，瑞雪也是公认的苹果中的‘爱马仕’，我这苹果
还刚获得第六届全国瑞雪瑞阳瑞香红苹果鉴评大赛
瑞雪一等奖。”陕西瑞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黄
宝樟介绍说。

在乾坤湾镇苹果收购点，一辆辆满载苹果的车辆
不断驶过。果农们运输来苹果后，工人们便立刻忙碌
起来。他们熟练地将苹果按照大小、色泽等标准进行
分选、装箱。目前，已有不少省内外客商前来收购，苹
果外销十分火爆。

“前段时间我到这来考察，这边的苹果个头大、果
形好、甜度好，我订了 30万斤，要是明年苹果品质稳
定，我们还会继续合作。”来自山西临汾的苹果收购商
苏秀芳说。

近年来，乾坤湾镇大力发展苹果产业，因地制宜、
多渠道发力，把特色苹果发展作为富民强镇的主导产
业，苹果已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果”。

“我们乾坤湾镇共栽植苹果1.2万亩，挂果面积达
到6000亩，今年以来，全镇持续推进苹果产业标准化、
精细化管理，苹果喜获丰收，目前 90%的果园已经完
成采收，80%的果品已经预售，全镇苹果产量预计可突
破 9000吨，产值有望突破 5000万元。”乾坤湾镇党委
副书记李鲍杰说。

果园丰收劳作忙
好果卖出好价钱

红薯迎丰收 富民添“薯”光

● 基地红薯喜获丰收

近日，甘泉县美水街道安家坪
村蔬菜大棚里的西葫芦迎来采收高
峰期。记者看到，一个个翠绿饱满
的西葫芦挂满藤蔓，长势喜人，仿佛
在向人们展示着丰收的喜悦。种植
户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正忙
碌地采摘着成熟的西葫芦。

近年来，当地政府积极引导农
民发展特色农业，加大对蔬菜大棚
建设的扶持力度，通过引进新品种、
新技术，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和
市场竞争力。

记者 张鹏飞 摄

● 果农将苹果装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