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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这几天气温偏低，每天等到太阳
升起的时候再开棚，傍晚的时候早早把
棚关上，就可以保持棚里面有一个合适
的温度……”近日，天气骤降，在延川县
关庄镇十甲村，大棚种植户聚集到刘彦
军的棚中，耐心听他传授冬季大棚管理
经验。

倾囊相授不藏私，刘彦军大棚田园
小课堂获得村民们广泛好评。

刘彦军今年40岁，之前是一名货车
司机，在外跑运输挣钱养家。2018年，
刘彦军的父亲突然生了重病，家里 3个
孩子年纪也还小，心疼妻子一个人照顾
不过来，他就选择回家照顾父亲和妻
儿。

当时，村上大棚产业发展已有了规
模并形成了相应的产业链，大棚夏天有
西瓜，冬天有蔬菜，一年收两季，技术人
员上门进棚培训和指导，到了成熟期还
有客商上门收购，这让刘彦军动了心，

“收入更稳定，还能照顾家里，这是再适
合不过自己的产业了。”

说干就干，刘彦军承包了2座大棚，
开始一心一意地发展起了大棚产业。

“一开始，管理技术跟不上，虽然大棚面
积不少，苦也没少下，但一年下来收入
却不理想。”刘彦军说。

艰难的开始并没有让刘彦军退缩，
他勤学习、善钻研，及时运用新技术、新
理念种大棚。他还积极参加县上组织
的各类大棚种植技术培训，不断自学、
外出学习，提升技术水平。在精心管理
下，他的大棚收益越来越好，慢慢地，刘
彦军就从什么都不懂的技术“小白”变

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棚“专家”。
“我今年又承包了2个棚，现在达到

了 4个棚，夏天种西小瓜、冬季种西红
柿、青椒。每年收入大概就是 20多万
元，虽然比较辛苦，但是比以前跑大车
的时候挣得多还更安全，家里人也不用
担心了。”刘彦军高兴地说。

“彦军，你忙着不？能不能过来帮
我看看这苗子是咋回事。”“小刘，你买
啥营养液了？给我也顺便捎着买一
些。”技术“小白”成了“土专家”，隔三岔
五地为大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只要
大家有需要，他总是随叫随到。

“彦军给我帮了可多忙，我种了5个
棚，平时有啥不懂的技术难题，一打电
话他就立马过来给我解决。”大棚种植
户刘龙龙感激地说。

近年来，关庄镇积极调整和优化农
业产业结构，坚定不移走农业高质高效
发展之路，按照“川道大棚、沟道养殖、
山地苹果、特色补充”的发展模式，全镇
共有大棚2032座，年产值可达1亿元以
上，镇域人均纯收入 16783元。其中十
甲村作为大棚产业大村，实现年产值
3000万元以上。与此同时，村里越来越
多的外出青年都返回家乡，扎根农村搞
起产业，成为新农村的新农人。

“现在村里大棚产业发展得很好，
很多年轻人也都想回来种大棚，看到他
们就好像看见了之前的我，所以以后我
准备好好学习，多外出考察，先把自己
的知识储备提上去，再帮助这些年轻人
把大棚种起来，把村里的大棚效益再往
上提一提。”刘彦军笑着说。

刘彦军：返乡种大棚“小白”变“专家”
通讯员 高帅 记者 叶四青

小康梦圆

● 刘彦军和村上大棚种植户交流西红柿种植心得

近日，走进洛川县槐柏镇清池村
“五美庭院”示范户侯新宏家，仿古大门
后，一座百福石碑图映入眼前，院落宽
绰疏朗，干净整洁。屋内家具摆放整
齐，窗明几亮，廊下的“厚德载物”书法
作品为家中增添了几分书卷气息。

2024 年，槐柏镇党委以“千万工
程”为统揽，按照生态宜居的要求，大力
推进“五美庭院”创建工作，坚持以庭院

“小美”扮靓乡村“大美”、助力镇域和
美，让“五美庭院”在槐柏镇遍地开花。

2024年 12月 23日，在洛川县槐柏
镇举办的首届“五美庭院”表彰大会，对
全镇范围内结合“八比八评”活动，综合
庭院规划、居室整洁、厨房卫生、家风良
好等方面，评选出的 24户“五美庭院”
创建示范户进行表彰，引导广大群众从
自身做起，用勤劳双手改造家居环境，
实现以庭院“小美”助力乡村“大美”，培
树文明新风。

“能得到表彰我太高兴了，今后我
会把院子收拾得越来越美，展现咱新时
代农民的新风尚。”收到表彰奖励的“五
美庭院”创建示范户侯平高兴地说。

“院子环境好了，人的心情也不一

样了。邻居们都主动地参与庭院建设，
自己出钱买树、买花，装点美化自家小
院。”统将村庭院创建示范户石进录说。

今年以来，槐柏镇落实了党政“一把
手”亲自抓的工作格局，制定印发了《槐柏
镇“五美庭院”建设实施方案》，发放“五美
庭院”倡议书，通过因村施策，充分发挥

“五美庭院”建设优势，擦亮乡村振兴的美
丽底色。该镇聚焦“点上出品”“线上出
彩”“面上出新”思路，引导槐柏、石泉、武
石等片区分区域打造各自片区特色院落，
结合自身实际，确定创建模式，突出一村
一韵、一户一景，在全镇7个片区通过群
众申请、村级初评、镇级把关、入户核查、
公开公示的方式推荐产生全镇首批“五美
庭院”示范户24户。同时，该镇还拍摄了
宣传视频24部，通过“云端槐柏”微信公
众号，发起网络短视频投票通道，在镇域
内营造出浓厚的创建氛围。

“我们力争每年创建 20户左右的
‘五美庭院’示范户，利用 5年时间，在
全镇范围内评选出 100户‘五美庭院’
示范户，努力在全镇形成人人参与创
建，创建成果人人享用的良好局面。”槐
柏镇党委书记解贺宏表示。

小康印象

“五美庭院”扮靓和美乡村底色
通讯员 王文斌 记者 孙艳艳

●“五美庭院”示范户获得嘉奖

本报讯（记者 方大燕 通讯员
薛春梅）近日，志丹县金丁镇举行
苹果修剪技术比武大赛暨冬管现场
会，全镇各村 90余名果农代表参加
比赛。活动邀请县果业局及果业技
术员现场指导。

随着裁判员的号令，参赛选手们
纷纷拿出看家本领，手持平剪和手
锯，因树定型，在一条条树枝上游刃
有余地修剪。经过激烈地角逐，脱颖
而出的 9名选手以过硬的修剪技术
和扎实的理论知识获得一二三等奖，
12名选手获得优秀奖，分别奖励了
修剪工具和愈合剂。

“通过今天的修剪技术比赛，我
发现好多自己的缺点，破苔修剪、二
芽复壮精细化修剪等都存在问题，后
面我会多多请教，提高这方面的能
力，争取明年能把果树管理得更好。”
爬子洼村果农孙宪杰说。

“冬季修剪是果园管理的一项最
重要技术措施，所以我们果农在修剪

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修剪时一
定要根据树势，确保树势平衡。第
二，改善通风透光，打开光路。第三，
根据枝量、花量修剪，不发生大小年
现象……”比赛完，志丹县金丁镇苹
果技术员张建华针对比赛现场果农
们存在的问题进行讲解。

此次活动对于挖掘培养乡土人
才、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推动苹果产
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苹果产
业乡土人才搭建了切磋技艺、互相交流
的平台，将带动更多果农学习掌握标准
化生产技术，调动起广大果农学科技、
用科技的积极性，在全镇形成“比、学、
赶、帮、超”的生产热潮。

志丹县金丁镇副镇长任佰优表
示，2025年，他们将常态化组织苹果
技术员、果农开展形式多样的果园管
理技术提升活动，积极营造“人人学
技术、个个练本领”的良好氛围，不断
提升全镇果农的管理技术水平，共同
推动苹果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通讯员 李旭 记者 王静）
“防寒抗冻是冬季果园管理的重要任务，
我们要抓紧时间对果树进行树干涂白，因
为白色的涂料不仅能反射阳光，减少昼夜
温差对树干的伤害，还能杀死树干上的病
菌和虫卵。”宝塔区果业技术推广和营销
服务中心主任孙延飞为果农们提供专业
的技术咨询时说道。

冬季是果树的休眠期，也是果园管理
的黄金期。近日，宝塔区姚店镇高度重视
果业冬季管理工作，抓紧时间对胡家沟村
改造的老果园进行土地整理，还邀请宝塔
区果业技术专家来到果园开展技术培训，
引导广大果农抢抓时令，科学开展果树管
护作业。

培训现场，宝塔区果业局副局长雒
峰指导果农们对去年新栽果园进行修
剪、施肥、病虫害防治、防寒防冻，现场解
答果农们在果园管理过程中遇到的技术
难题。

柏林湾村果农侯海军一边清扫果园
一边说：“原来果园里的落叶、枯枝和杂草

就堆在地上，通过这次培训，我们才明白
如果不及时清理，来年病虫害就会不断增
多。”

“这树枝可不能乱剪，得按照果树的
生长特性和树形结构来，把那些病枝、弱
枝、交叉枝、徒长枝和过密枝剪掉，来年果
树才能长得好，增收才能有保障。”果农韩
秀山分享着自己的经验。

近年来，姚店镇紧紧围绕“小苹果、大
产业”的发展理念，按照“南沟片区先行，
以点带面、整体推进、辐射全镇”的果业工
作思路，全力推进果业长期稳定发展、农
民持续增收致富。

该镇果业站站长王东表示，他们将持
续加大对胡家沟村的土地整理力度，为苹
果产业发展拓展更广阔空间。同时，进一
步加强与区果业局和区果业技术推广和
营销服务中心的合作，开展常态化果业技
术培训，不断提升果农的专业素养和管理
水平，推动果业产业化、品牌化发展，把苹
果产业打造为助农增收、振兴乡村的支柱
产业。

果园变“赛场”
剪枝比技术

专家搞培训
助农抓时令

隆冬季节，寒意正浓。志丹县部分村组的
蔬果温室大棚里却是一片绿意盎然，棚内各类
瓜果蔬菜长势喜人，处处洋溢着生机与活力，
在丰富市民冬季菜篮子的同时，实现“冬闲不
闲”，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走进志丹县侯市便民服务中心寺台村的
集体温室大棚里，红绿交错的西红柿如同璀璨
的宝石般点缀在翠绿的藤蔓之间，在阳光的照
射下熠熠生辉，绘成了一幅令人沉醉的冬日

“丰”景。
“为促进增收，今年我们引进的新品种有

普罗旺斯西红柿、西瓜、小瓜，目前的长势都很
好。”该村党支部书记贺军笑着说，他们打包成
礼盒的形式售卖，为集体经济增加了更多的收
入。

寺台村是侯市便民服务中心典型的川
道村，发展棚栽业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
势。今年以来，该村在发展苹果产业的基础
上，大力发展设施棚栽业，种植大棚蔬菜、瓜
果等，不仅为乡村田野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更为当地群众铺设了一条增收致富的
新路径。为进一步提高棚栽业收入，该村把
棚栽技术培训作为重要抓手，邀请技术人员
加大培训，引导村民掌握种植技巧，助力农
业产业实现增产增收。

贺军介绍道：“在2024新品种种植经验和
技术的基础上，2025年我们将进一步提升蔬
菜水果的着色、口感、产量和品质。同时，我们
还要增加销售渠道，多样化来增加集体经济的
收入。”

据了解，侯市便民服务中心共建设蔬菜水
果大棚 5个，主要种植西红柿、西瓜、小甜瓜
等，均属于村集体直接经营管理，并整合资源
统一销售。2024年大棚种植总面积达8亩，除
带动周边 142户农户户均增收 1000元以上之
外，可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30万元左右。

同样，在蔬菜大棚忙碌的还有杏河镇沙湾
行政村村民薛怀玲，她是当地出了名的大棚种
植户。近年来，她把种植大棚蔬菜作为主要产
业来抓，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红火”。走进薛
怀玲的温室大棚，一个个西红柿长势喜人，新
鲜西红柿的香味儿扑鼻而来，薛怀玲正忙得不
亦乐乎。

“这都是第二茬了，第一棚已经卖完了，这
棚也已经开始卖了，目前效益还是挺好的。”薛
怀玲说。

据了解，近年来志丹县以推广新品种、新
技术为抓手，先后引进西甜瓜、黄瓜、番茄、辣
椒、草莓等新品种30多个，经过试验示范推广
新品种 13个。截至 2024年年底，全县弓棚累
计达426座，日光温室大棚累计达568座，蔬菜
总面积达2.18万亩，总产达5.6万吨，实现产值
3.01亿元。

冬日温室“丰”景迷人
记者 方大燕 通讯员 薛春梅

近年来，延长县聚焦引进与培育果蔬新
品种，加速特色高效农业转型升级，助力农
业高质量发展，为群众拓宽致富增收新路
径。

走进延长县郑庄镇杜家沟村刘阳莉家庭
农场的温室大棚，温暖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
繁茂的瓜秧上体长约 6厘米、娇小微胖的“玉
女”水果小黄瓜宛如可爱的“小精灵”若隐若
现，这头茬的“玉女”黄瓜迎来丰收并正式上
市。

据刘阳莉家庭农场负责人胡小鹏介绍：
“为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2024年，他们从
寿光引进了‘玉女’黄瓜，它易管理、口感好、营
养丰富且周期性强，欢迎广大消费者前来品
尝。”

“玉女”黄瓜呈淡白色，有着甜脆清爽口
感，圆润无刺、玲珑可爱，似“白胖美”，香气浓
郁，平均单瓜重 30克，从种植到收获仅需 60
天，成为农场又一特色“致富果”。胡小鹏还表
示，农场共有4个棚，涵盖西瓜、小瓜、番茄、普
罗旺斯西红柿等多个品种，每年能带来 20多
万元的收入，今后还会积极探索特色新品种，
满足消费者需求。

与此同时，在郑庄镇丁旗村的大棚内一片
葱茏新绿，饱满、色泽美观的西瓜、甜瓜藏于藤
叶间，长势喜人。种植户司书锋正细心翻看着
藤蔓、整枝打芽，为西瓜生长助力，确保如期上
市。

司书锋说：“我的棚长126米，因劳力问题
一分为二，前半棚在阳历年前已卖完，收入两
三万，后半棚临近春节能卖三四万，这一茬下
来能卖五六万。等卖完拔了旧苗栽新苗，到
2025年‘五一’还能卖一两万，一年下来这个
棚能收入十几万元。”

近年来，郑庄镇充分发挥“能人”示范作
用，积极推广新品种，在种植西、甜瓜基础
上，陆续引进草莓、小番茄、葡萄等特色小水
果，优化产业布局，避免同质竞争。同时，积
极探索抖音、快手、微信朋友圈等线上销售
渠道，为特色小水果拓展更广阔市场。全镇
年均西瓜产值达 2000万元，其他棚栽水果年
均产值约 500万元，温室大棚已然成了群众
的“聚宝盆”。

特色水果走俏市场
记者 刘婧 通讯员 李云龙 刘建虎 苏乐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