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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瓜菜大棚好“钱景”
通讯员 杨晓霞 刘思男 记者 王静

初冬时节，在宝塔区枣园街道
温家沟村的大棚种植园区，绿色蔬
菜种植蓬勃发展。该园区经过精挑
细选，保留了七八种优质蔬菜品种，
包括屋塔菜、绿生菜、绿罗马、紫罗
马以及油麦菜等。这些蔬菜不仅种
类丰富，而且品质上乘，深受市民和
餐馆的青睐。

记者 贺刚 摄

初冬时节，走进宝塔区临镇镇觉
德村，一座座蔬菜大棚整齐排列。一
部分秋收后的大棚等待着重新翻地，
另一部分大棚里则绿意盎然，正值上
市的大白菜青绿鲜嫩，惹人喜爱。

今年 44岁的菜农杜芳荣种大棚
有10多年了，今年的西甜瓜收获后又
种植了蔬菜，让他的收入节节高升。

“我今年种了5个棚，正月开始种的是
西瓜和小瓜，6月份就卖完了，又开始
种辣椒、柿子和豆角，卖完后又种的大
白菜。今年的菜价特别好，我光两棚
豆角就卖了3万元。种的两棚富硒西
红柿价钱也不错，明年准备多发展富
硒蔬菜，富硒产品品质好，很受消费者
欢迎。”杜芳荣高兴地说道。

觉德村党支部书记田桂紫告诉记
者，今年蔬菜价格高，村民们种植的积
极性高涨，全村的人均收入突破了 2
万元。觉德村是个大棚产业村，秋季
发展蔬菜，主要种植辣椒、豆角、大白
菜和莲花白。今年在销售期间，菜商
给的豆角、辣椒批发价都在 3至 4元，
莲花白现在批发价1.5元，大白菜批发
价1元。村上还试点发展了20%的富

硒蔬菜，它的好处就是病虫害少、产量
高、品质好，深受市场消费者欢迎。

“明年，我们村准备把所有大棚的
80％用来种植富硒蔬菜和富硒西甜

瓜，在提质增效、农民增收上再迈进一
步。”田桂紫信心满满地说。

这几天，同样在大棚忙碌的还有
该镇姚家坡村菜农张保全，秋季的大

棚菜丰收之后，他便马不停蹄地开始翻
地，准备羊肚菌的种植。张保全说：“我们
翻完地马上开始种羊肚菌，到明年春季收
完之后，就开始种西小瓜，西小瓜收完再
种菜。我种了 5个棚，一年收入 17万元左
右，尤其今年菜价特别好。如果有机会的
话，准备再建几个棚，我对现在种大棚的
信心特别足。”

近年来，临镇镇在大棚经济上做文
章，因地制宜发展大棚蔬菜瓜果特色种植
产业，探索出一条以党建引领、标准化生
产、品牌化经营、绿色化发展的多点开花
兴产业的新路子，切实带动全镇经济增
值、群众增收。同时，该镇坚持规模化、标
准化、集约化、有机富硒化、品牌化“五化
建设”，今年分别在觉德村、付家湾村等村
新建大弓棚 460余座，积极引导群众发展
富硒瓜菜。

“下一步，临镇镇将打造富硒小镇，全
镇富硒瓜菜种植面积可达60%以上。我们
将利用区域优势、产业优势，塬上发展苹
果、川道发展蔬菜，沟道发展畜牧养殖，让
产业遍地开花，真正实现农业强、产业旺、
农民富。”临镇镇农业分管负责人、武装部
长张庆军说。

● 菜农杜芳荣（右）和田桂紫在讨论今后的产业发展方向

秋去冬来万物休，唯有柿树挂灯
笼。近日，在黄陵县田庄镇安沟村，漫
山遍野亮红如火的柿子挂满枝头，从
里到外洋溢着收获的喜气，火红的柿
子成为安沟村乡村振兴的甜蜜“柿”
业。

走进安沟村，龙乡喜柿农业农民
合作社联合社一派繁忙景象，社员们
正热火朝天地搬运刚摘下的柿子。趁
着晴好天气，分拣好的柿子削皮上架、
晾晒，精心制作着传统美味柿饼。“安
沟柿子在黄陵很有名，这个厂子建到
我村，我不仅在厂子能上班，还能照顾
家里，希望以后我们的生活和厂子能
像柿子一样红红火火甜甜蜜蜜。”安沟

村村民周宁说。
安沟村种植柿子已有百年历史，

依托传统特色资源，2023年黄陵康成
裕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田庄镇
挂牌成立后，按照“发展柿产业，传承
柿文化、融合促振兴”的发展思路，联
合当地14个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注
册“龙乡喜柿”品牌，对 126棵三百年
以上的古柿树进行了挂牌重点保护，
着力打造黄陵农业特色产业，为乡村
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让安沟村 203
户群众有了新的产业，使以前挂在树
上无人问津的柿子成为农民致富的

“香饽饽”。
“我们龙乡喜柿农业农民合作社

联合社扎根田庄，从柿子种植到深加
工，再到销售，发挥企业带动作用，依
托当地丰富的柿子资源，大力发展柿
子产业，开发柿子醋、柿子酒及柿饼等
系列产品，有效提升了柿子的经济价
值，为群众拓宽了增收渠道。”龙乡喜
柿农业农民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陈西
林说。

柿子产业的入驻，不仅盘活了村
集体闲置资产，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
济，更为群众增收拓宽了渠道。企业
负责提供技术支持并做好生产经营，
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入股分红等
方式获得收益，努力让强村富民“共
赢”、集体群众“双收”。

截至目前，集文化宣传、产品销售为
一体的综合性展销中心已经建成投用，65
亩的标准化种植基地和 2座 2000平方米
的回字形晾晒大棚正在紧张有序地建设
中，预计全部投产使用。

黄陵县田庄镇人大主席梁浩坤说：
“近年来，田庄镇结合镇情实际，以增
梨优果为总目标，通过挖掘传统柿子
产业，引进果药套种新模式，发展研学
研旅等有效措施，因地制宜推动特色
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效益化，将主导
产业和特色产业有机结合，做到合理
补充。将群众长期收入和短期效益相
结合，确保长期收入稳定，短期收入只
增不减。”

龙乡冬日喜“柿”多
记者 姜顺 通讯员 彭媛 寇宁

日前，我市苹果进入大规模丰收
季，在宝塔区万花山镇楼塔村，果园里
的红苹果缀满枝头，在阳光的照射下
熠熠生辉。

“宝塔山高来，延河水长，富硒苹
果在山峁峁长……”记者刚走进果农
申侯毛家的果园，就被一颗颗又红又
大的苹果和一首用《酒瓶瓶高来酒杯
杯低》曲调唱出的歌声所吸引。唱歌
的正是富硒苹果的种植户申侯毛，浑
厚饱满的歌声，唱出了果园丰收的喜
悦，也奏响了富硒苹果带来的新希望。

“硒可以增强人体的抗氧化性，帮
助人们预防疾病、增强免疫力，我对富

硒苹果的发展很有信心。”申侯毛说，
他家一共有50亩苹果园，从2018年开
始就种植富硒苹果，结出来的苹果在
外形上明显比普通苹果看起来更加匀
称，基本都是直径80毫米至90毫米之
间的果，颜色更鲜艳，口感也更甜脆，
产量还增加了不少。

申侯毛说，他已经种植富硒苹果7
年了，从开始种时就给土地施入富硒肥
和羊粪，逐渐改善土壤，并在苹果坐果期
喷叶面肥，同时加强果树精细化管理，从
而种出了更有营养的富硒苹果。

采访间，申侯毛从手机翻出了西
安国联质量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出

具的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显示，苹果中
硒含量101微克。“按照每公斤10微克
至50微克的富硒水果含量要求，我的
富硒苹果远远超出了标准。”申侯毛高
兴地说，“虽然富硒苹果作为一种功能
性水果，种植的成本高，但我的销售价
格和普通苹果一样，就希望更多人能
吃到健康的富硒苹果。”

穿梭于果园间，十几名工人正在忙
着采摘苹果。山脚下，来自福建的客商
正在带领工人分拣、装筐、发货。“我是
第一次采购陕北的富硒苹果，这里的苹
果口感好、甜度高，在我们福建市场特
别受欢迎。”福建客商杨浩杰告诉记者。

楼塔村苹果总面积 550亩，申侯毛算
得上是村里的种植大户。“今年虽然天旱，
但还算个丰收年，50亩果园今年套了36万
果袋，产量预计能达到 15万斤，准备给客
商销售 10万斤，库存 5万斤，今年收入 40
多万元估计不成问题。”申侯毛信心十足
地说。

如今，在申侯毛的带领下，村里已经有
果农开始种植富硒苹果，作为村里的产业
大户，申侯毛的种植目标不仅局限于富硒
苹果。他说：“今后，还要进一步推广富硒
蔬菜、富硒杂粮等，带动村民发展富硒农
业，在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大大助推果农
增收，丰富广大消费者的补硒消费需求。”

果园奏响“硒”望曲
记者 孙艳艳 杨亮 通讯员 刘玉花

本报讯（记者 孙艳艳 刘振振 通讯员 杨耀武）
近日，志丹县召开2024年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产销对
接暨赛园赛果表彰大会。对全县亩均效益冠军园、优
秀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发放了总价值36.1万元的奖励，
并现场签订了生产技术合作框架和苹果销售长期合
作等协议，助推全县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各镇（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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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游客及收购商
们陆续前来品尝、咨询。

“特别荣幸能获得此次奖励，在各级政府的支持
下，我对果园发展更有信心了，回去以后要把果园管
理得更好，带动周边果农增收致富。”获得优质果品一
等奖的志丹县吴堡便民服务中心杨圪崂村果农李锋
看着手里的奖杯，难掩心中喜悦。

产销对接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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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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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华圣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洋
告诉记者，志丹县山地苹果果个大、果形好，公司将在
志丹县做好社会化服务、技术推广等服务，让志丹果
农种出好苹果，卖上好价钱，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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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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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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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丹县果业局局长马玉雄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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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销售。

本报讯（记者 孙艳艳）近日，郑州商品交易所
指定苹果车（船）板交割服务机构在洛川延刚经贸果
业有限责任公司挂牌。

洛川延刚经贸果业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集苹果
生产、收购、储藏、销售、深加工、进出口贸易等为一体
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今年 3月份，洛川延刚经贸
果业有限责任公司向郑州商品交易所提交了苹果期
货交割仓库车（船）板的申请，10月21日，郑州商品交
易所发布关于增设指定苹果车（船）板交割服务机构
的公告，增设洛川延刚经贸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为指定
苹果车（船）板交割服务机构，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开展
苹果期货交割业务。

苹果期货是运用期货工具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
值等功能帮助苹果经营企业应对极端行情波动的手
段，可有效管理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稳定产销
关系、锁定生产成本、维护广大果农收益等。交割机
构持续深入的宣传服务可有效促进交割服务功能发
挥、扩大实物交割占比，促进种植标准和加工标准的
提升，让果农“种好果、卖好价”，激发苹果产业参与期
货的热情和农户、合作社种植的积极性，促进苹果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

目前，洛川延刚经贸果业有限责任公司先后通过三
期工程总计建成苹果储存保鲜库79间，库容2.6万吨，配
备了江西绿萌、法国迈夫等全面检测苹果内外在品质的
先进智能选果线3条，其中有四通道选果线一条。

洛川延刚果业成为郑商所指定
苹果车（船）板交割服务机构

志丹县36.1万元奖励
果农种出好苹果

苹果售卖、玉米晾晒……走进黄龙县三岔镇，田
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家住三岔镇李家庄村的果农杨辉更是喜上眉梢，
因为家里遇上了两件喜事：一件是因为今年20万袋苹
果卖了个好价钱；另一件，就要从几天前说起了。

三岔镇是黄龙县的苹果大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
苹果园。当下正值苹果销售旺季，但随之而来的买卖
纠纷也层出不穷，成为个别果农庆丰收之余的“烦心
事”，杨辉便是其中一个。

“苹果都已经被拉走了，还有4万多元货款一直不
给我支付，这叫个啥事么。”

“为啥要给你付尾款？我拉到果库之后的苹果跟
果园里的不一样，我怀疑这里面混进了残次果。”

10月 27日，在三岔司法所内，杨辉与客商梁建因
苹果买卖时发生的分歧争吵不止。双方当事人相互
置气、互不相让，调解工作一时间举步维艰。

“大家都先缓缓，喝口热茶，慢慢说，吵架也解决
不了现在的问题。”司法所所长刘建平为大家端上来
一杯热茶，安抚好双方的情绪后，开始询问具体情况。

第二天，根据双方提供的事实，司法所工作人员
查清了其中的误会。随后，通过向双方说法理、讲道
理，鼓励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成功让双方达成协
议，握手言和。

“最后，我们协商让梁建先支付剩余的货款，但是
暂扣3000元作为苹果质量保证金，待苹果出库没有问
题时再支付，如果出了问题，到时根据情况再行协商
解决。”刘建平说。

“太谢谢你们了，没想到困扰了我这么多天的烦
心事，你们两天就能帮我解决了。”拿到货款后，杨辉
握着工作人员的手连连感谢。

近年来，三岔镇司法所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指
引，按下助农“护航键”，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力量，维护
了果农果商的合法权益，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了公正、
高效的司法力量。

苹果园里有“枫”景
记者 杜音樵 通讯员 高亚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