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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周湾镇王树湾现代农业园区，一幅充满活力的乡村发展画卷徐徐展开。阳
光洒落在大地上，一座座崭新的日光温室大棚熠熠生辉。

在园区大棚，只见辣椒苗一片葱茏，翠绿欲滴的叶子犹如一片片精美的碧玉，村
民李东花正在给辣椒苗疏土除草。

“我的10亩地都流转出去了，一亩地每年750元流转土地费，我在园区务工一年
能挣1万元，我对这个收入很满意。”李东花的话道出了许多村民的心声，也见证了园
区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据了解，该园区是周湾镇今年初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山东水发集团旗下的陕西凯
城瑞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落地投资建设，园区总投资2500万元，于4月份开工建设，
占地面积400亩，共建设日光温室大棚51座（折合标准棚210座）。

该园区项目负责人贾凡告诉记者：“我们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总占地面积210
亩，已建成日光温室36座，目前已种植螺丝椒和彩椒15座，目前长势良好，预计年前
就可以上市，在湖南、山东、海南和西北五省等地都很受客商欢迎。同时二期工程也
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中。”

近年来，周湾镇立足涧地资源优势，积极引进多家农业企业，将企业的资本、技
术、人才、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注入乡村，大力发展设施蔬菜，选育彩椒、皇后西芹等
特色品种，推行全生物降解地膜、水肥一体化渗灌、测土配方施肥等绿色生产技术，
开展有机产品认证，确保产得出、产得优、卖得了、卖得好。

“按照政府搭台，企业引领，农民有序的进场思路，全要素保障企业生产经营，打
造集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三产融合形态新业态，真正实现农户土地流转获
租金，资产入股获股金，集体经济分‘红金’，务工就业获薪金，承包经营获‘劳金’的
目标。”周湾镇组织委员张晋伟说。

在铁边城镇党建联建现代农业园区，200余座香菇大棚整齐排列，甚是壮观。该
镇紧扣香菇特色小镇建设定位，大力实施香菇产业“倍增计划”，去年秋季建成双层
拱棚85座，今年春季新建100座，总数达到206座；今年发展香菇100万棒，产量约60
万公斤，销售收入600余万元，劳务用工支出150万元。改造提升日光温室54座，目
前正在翻地施肥起垄，全部种植辣椒，预计春节前可以上市。

周湾镇、铁边城镇现代农业园区的成功实践，是吴起县大力实施棚栽产业助力
群众增收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该县坚定发展设施农业的决心，多措并举推动果
蔬产业“棚”勃发展让“棚室果蔬经济”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围绕打造周长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扩建提升，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2250万元，引进了山东水发浩海、绿亨
科技集团等农投企业投资设施农业产业，加快设施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推广。

据统计，1-7月份全县完成瓜菜种植面积3.87万亩，生产各类瓜菜7.36万吨。新建
日光温室210座，新建拱棚289座，老旧日光温室改造提升及闲置撂荒日光温室维修完成
200座；种植特色水果600亩、产值达到1300万元，食用菌投产480万棒、产值2600万元，
推广以“一新二化三改”为核心的高山露地蔬菜种植辣椒、南瓜、胡萝卜等1.5万亩。

除了苹果、棚栽、畜牧三大主导产业，林产、水产、小杂粮、香瓜、辣椒等特色产业
也遍地开花。

长城镇利用涧地平坦、灌溉便利的优势，种植线椒、牛椒、螺丝椒等高山冷凉菜
2300亩，配套建成200吨和300吨冷库各1座、600平方米彩钢棚1座，邀请绿亨科技
和聚鑫菜业建立了辣椒定点收购站，让农户在家门口就地采摘变现。

吴起街道引进中熟堆肥技术、建设堆肥站，有效提升大棚土壤有机质，马湾村67
座大棚每棚每茬增产150公斤，年收入由原来的8万元增至10万元。与此同时还建
成农业物联网平台，自动控制放风机和滴灌，降低了劳动成本，提升生产效率。

吴仓堡镇依托吴起秦峁味业食品有限公司为主要生产基地，采用生产基地+自有
品牌+独立运营的模式，总投资600万元建成秦峁味业电商孵化中心，主营荞麦香醋、荞
麦醋饮、苹果醋等20余种，年生产香醋400吨，年产值400万元。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广州聚
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建一条年产600吨苹果醋生产线，预计可解决全县落果1500吨。

“下一步，我们将锚定苹果、畜牧、棚栽三大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差异化发展特色
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发展联农带农经济、健全产业体系，推动‘三农’工作不断迈上
新台阶。”吴起县相关负责人说。

山地苹果满山满坡，规模养殖已具雏形，温室大棚整齐排列……初冬，行走在
吴起县的山山峁峁、田间沃野，呈现出一幅产业兴旺、百姓幸福的美好画卷。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近年来，吴起县按照“果畜有机循环、菜粮高效提质、
林水产品补充、特色种养订单”的工作思路，全面做好“土特产”文章，延链条、建体
系、提质量、增效益，让农民致富有保障。

走进长官庙镇梁岔村的山地苹果园里，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个
大饱满，让人垂涎欲滴，果农刘齐正和四五个工人忙着采摘苹果，一派
繁忙的景象。

“2015年我栽植了 38亩果树，今年全部挂果了，产量预计 2万公
斤，可收入 13万元左右。”看着满树的果子即将变现，刘齐一家人脸上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刘齐告诉记者，当地政府不仅为他们免费提供防雹网，还安排技术
员提供上门技术指导。依靠山地苹果种植，村上人均增收达3000元。

“我们以提品质、抓订单、树品牌、促营销为重点，采取现场培训和
外出学习提高果农管理和技术水平，建成400吨冷库1座，购进移动式
小冷库2座，与帮扶单位签约苹果销售订单85万元，引进‘佳农果袋’、
农资销售等服务企业落地。去年全镇苹果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有35
户，其中梁岔村就有12户。”梁岔村包村干部王东说。

为大力发展山地苹果产业，促进果畜循环发展，白豹镇引进吴起长
沣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落户土佛寺村，建成5万吨有机肥厂，专门从
事有机肥生产、加工与销售。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设计产能5万吨，年处理养殖废
弃物10万吨。原料主要以周边村畜禽粪便、果枝秸秆、废旧菌棒为主，
通过无害化工艺转化为优质生物有机肥、山地苹果专用肥等绿色肥料，
真正将周边的香菇园、苹果园和畜禽养殖企业“链”在一起，实现原料就
地取材、产品就地消纳。

“该厂投产以来，累计生产销售有机肥 4万吨，主要供给吴起、华
池、志丹等地，有效满足了周边市场需求。”白豹镇纪委书记尹胜伟说。

吴起县把山地苹果作为首位产业来抓，紧扣“苗木繁育、防灾减灾、
科技服务、有机认证、市场营销”五大体系建设，聚焦品种选优、品质提
升、标准化生产要求，推进苹果产业提质增效。

目前，在南梁山建成集苹果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吴起楸子种质
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冰雹源头治理体系建设等为一体的科研创新示
范基地，引进专业苗木繁育企业铜川照金海棠生态产业有限公司，在五
谷城镇建成采穗圃40亩，苗木繁育圃100亩；在南梁山吴起楸子试验站
建成组培脱毒实验室、玻璃温室1座、日光温室2座，与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园艺学院马锋旺团队合作，建成延安苹果试验示范站，为苹果新品种
示范、果树嫁接、新技术推广等发挥积极作用。

延安苹果试验示范站技术员刘岳说：“楸子苗木抗逆性强，具有抗
寒、抗旱、抗风和耐盐碱的特性。我们把各镇街不同区域的楸子籽采集
回来，冬季储藏，春季育苗。楸子苗木生长到 1厘米左右开始嫁接苹
果，从而研究最适合吴起县各区域的苹果树种。”

近年来，吴起县按照新建园、幼园、初挂园、盛果园、效益园、低产园
“六园”梯级分类管理，重点突出苹果产业链薄弱环节提升，通过实施苗
木品种培优工程、苹果有机认证工程、果品质量提升工程、果园精细管
护工程，构建现代果业经营体系和现代人才队伍体系，加大吴起楸子保
护与开发力度，推动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吴起县已完成12万亩果园精心管护，开展培训200场次，培
训果农1.9万人次。培育3家社会化服务组织，举办社会化服务组织培
训活动1次。

“今年我县被授予‘陕西省有机认证先行区’称号，昊阳果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入选‘陕西省有机产品认证优良实践案例’。目前，全县有苹
果园12万亩，挂果园7.3万亩，今年苹果产量7.9万吨，产值突破5亿元，
全县基本形成了万亩袖珍苹果基地，万亩黄色果品基地，万亩优系富士
苹果基地，实现了91个行政村苹果产业全覆盖。”吴起县果业技术发展
服务中心副主任高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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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羊肥壮，鸡鸭成群……走进吴起县大大小小养殖场，处处生

机盎然，一幅幅畜牧业蓬勃发展的美好画卷尽收眼底。
在庙沟镇米渠村，提起刘士成，村民们都会竖起大拇指夸赞他

为“牛专家”。2011年他开始养牛，目前从牛从最开始的1头发展
到100多头，他也从“门外汉”蜕变为“牛专家”。

在刘士成的示范带动下，庙沟镇不断拓展生态肉牛养殖的
“牛路子”。目前，全镇建成 200头牛场 3座，50头牛场 3座，5-10
头肉牛圈舍 54座，10-20头肉牛散养户 29户，全镇肉牛存栏 1800
余头。

同样，在铁边城镇铁边城村、杨庙台村，连片共建户型养牛15
户，建成50头、100头、200头牛场各1个和“集体经济+合作社”300
头牛场1个，改扩建200头林麝养殖场和千只羊场，现有千头生猪
养殖场10个，存栏肉牛750余头、生猪1万余头、羊子600余只。

走进五谷城镇桐寨村“畜光互补”生猪养殖基地看到，一排排
蓝色的太阳能电池板，正在阳光的照耀下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板
下的养猪场内，4000头生猪正在工人的饲养下茁壮成长。

“猪场建在我村，农户可通过土地流转获得一定的费用，同时
每年我村集体还能收入4.4万元。”桐寨村党支部书记庄瑞说。

今年以来，五谷城镇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推行“党委+公司+产
业”，创新“上光下养”模式，建成“畜光互补”生猪养殖基地，探索发
展绿色能源产业与农牧产业融合的绿色发展之路。

据了解，该基地由全镇 10个村合营，在桐寨村流转土地 25.9
亩，于今年8月初建成投用。养猪场由村上的产业大户承包经营，
目前共养殖生猪 4000头，棚上通过招商引资的形式，铺设了光伏
板 4530块，总装机量 2.9兆瓦，承包 25年村集体可实现收益 441.7
万元。

养殖大户高全斌告诉记者：“猪场规模是4000头，每年能出两
栏，可收入160万元，除工人工资、水电煤等开支外，我的纯收入是
70万元左右。”

“畜光互补”项目的建设，不仅有效利用了棚顶和土地资源，实
现绿色减排，还减少了养殖成本，增加了收入。今年来，五谷城镇
采取“果畜有机循环、菜粮高效提质”的工作思路，依托“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金字招牌，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合营、大户承包、上光
下养等模式，推动养殖业带动种植业、果业提质进档，串起一条资
源变废为宝的绿色有机农牧产业“产业链”。

“我们的生猪育肥场每年租赁费用收入是24万元，每年的总收
益是44.4万元，平均我们每个村每年可收益4.5万元左右，实现了板
上发电、板下养殖‘两不误、两增收’。”五谷城镇组织委员韩尚宏说。

近年来，吴起县按照“稳猪、扩禽、大力发展牛羊”的总体要求，
坚持“龙头带动、大户强村、规模养殖、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今年
列支4048.6万元支持肉牛、生猪产业发展，年计划肉牛存栏1.3万
头，出栏 0.42万头，与企业合作推广“公司+农户”生猪代养模式，
年计划建成千头生猪育肥场20个，存栏16.8万头，出栏20万头，预
计产值8亿元。

同时，还争取了中央预算内资金“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
进项目”2800万元，按照“以果代畜，以畜促果”的发展思路，真正实
现果畜产业有机循环、良性互补。1-7月份完成新建规模牛场 29
座，5-10头小型家庭牛场153座，开工建设千头生猪养殖场25座。

上半年，该县生猪存栏 12.66万头，牛存栏 0.93万头，羊存栏
12.9万只，肉类总产量 9868吨、禽蛋产量 810吨，畜牧业总产值
3.05亿元。

“畜”势待发 唱响牧歌2 特色果蔬“棚”勃发展3

● 刘齐正在采摘果子

● 大棚香瓜长势喜人

宽阔平坦的道路宽阔平坦的道路

产业质效齐升 沃野“丰”景如画
—吴起县聚焦“三大”主导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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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湾镇王树湾村现代农业园区周湾镇王树湾村现代农业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