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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下 ，苹 果 又 到 了 穿 新
“衣裳”的季节。这不，在铜
川市印台区广阳镇西固村，
苹果种植大户路小苟最近正
在果园里忙着“赶工”。

身 着 长 衣 长 袖 ，腰 挎 自
动果袋撑口器，再随身带一
把梯子……这是给苹果“穿
衣”套袋的“标配”，少了哪样
都不行。“最近太阳比较毒，
咱可得武装好，要不胳膊得
晒脱一层皮。”6 月 9 日清晨，
地里的露水刚下去，路小苟
就领着一帮村民在果园里忙
开了。

手拿果袋、套住果子、扎
紧袋口，袋鼓手落间，一个直
径 3 厘米大小的青苹果就穿
上了新“衣裳”。给苹果套袋
也有窍道。熟练的套袋工双
手齐上，既能套得又快又稳，
又能确保一个苹果都不掉。
广阳镇伍家塬村村民郭月侠
手底下麻利，不到半个小时
就套完了 200 个袋子。

“套一个袋子 7 分钱，不
光管饭还车接车送。手快的
一 天 能 套 5000 个 ，赶 天 黑 ，
300 多元就到手了。”遇到够
不着的地方，郭月侠就搬来
随身携带的梯子，“噌噌噌”

两下爬上去，站稳了继续忙
活。

“咱这果园多，果农都是
套袋‘高手’，就是手慢的人
一天也能套 3000 多个。”看着
大伙儿身后的果树都挂满了
套袋，路小苟的心情也跟着
好 起 来 。 他 不 忘 给 大 家 鼓
劲：“咱再加把劲，剩下的争
取今天套完。”

西固村的苹果产业起步
早，30 多年前就开始大面积
栽植。作为村里的“务果能
人”，路小苟把这里面的“渠
渠道道”摸得一清二楚。每
年这个时候，他都会将提前
准备好的套袋拿出来，给每
个小苹果都“穿”上。

“套袋能防治病虫害，减
少农药残留，是保证苹果品
质和提高果农收入的重要一
环。我们这儿一般在苹果花
谢后 45 天左右开始套袋，幼
果上的绒毛脱落后就可以套
了。”说话间，路小苟已经套
好了一个袋子。

在 西 固 村 ，果 农 套 的 是
一样的袋子：外层是里黑外
黄的双色纸，内层是只有一
层的红色蜡纸，而且袋子的

“穿”、“脱”都有讲究。

“ 套 袋 时 ，内 外 两 层 撑
开 ，整 体 套 上 再 扎 紧 就 行
了。卸袋就麻烦一点，得先
把外面的纸袋抹掉，停上三
五天后，再把里面的蜡纸袋
取下来。”西固村党总支书记
井岳峰说，穿了“衣裳”的苹
果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
刚开始比较娇嫩，见不得大
太阳。如果直接把两层袋子
都取了，内外温差大，再加上
阳光直射，果子很容易被晒
伤。

据了解，苹果的“衣裳”
得年年换新，而且款式和材
质必须紧跟潮流，否则品相
不好，卖不上好价钱。

“20 多 年 前 刚 兴 起 给 苹
果套袋时，我们用的是产自
国外的袋子，一个要 1 毛 5 分
钱，成本高得很。头一年用
完的袋子不舍得扔，捋得平
平展展，仔细收好，第二年接
着再用。”那些年，为了节省
成本，路小苟不止一次给苹
果穿“旧衣裳”。

反复使用的套袋由于没
有经过杀菌处理，卸袋后的
果子虫眼多、易染病，商品率
极低。吃了几回亏后，“抠抠
搜搜”的路小苟变大方了，市

场上兴啥套袋，他就一股脑
买回来，轮番在果园里试验。

单 层 黄 色 纸 袋 、单 层 红
色膜袋、双层黄色纸袋……20
多年来，路小苟给自家苹果
换过无数种“衣裳”，一款一
款试过去，终于找到了最适
合的那一款。在这期间，西
固村的苹果也逐渐形成了自
己的“穿衣 style”，那就是如今
的双层三色纸袋。

防虫防病、价格公道、皮
实耐用……穿上了时髦度满
满的“新衣裳”，加上一环一
环管得好，西固村的苹果产
业就像“开挂”了一样：2022
年 全 村 果 园 收 益 2000 多 万
元，520 户果农户均增收 4 万
元至 5 万元。

经 过 半 个 月 的 忙 碌 ，这
两天，村上的苹果套袋工作
已接近尾声，4500 亩果园无
一例外地穿上了当季的“新
衣裳”。

天 刚 擦 黑 ，路 小 苟 家 的
果园也套完袋子了。“1 亩果
园按 1 万个袋子算，15 亩就是
15 万个袋子，产量不低了。”
走在回村的路上，路小苟反
复咂摸着这几个数字，脚步
更加轻快了。

苹果穿新“衣”丰收有保障
本报记者 赖雅芬 通讯员 郭艳婷

本报讯（胡汉杰 通讯员
梁小卫）7 月 5 日，笔者了解
到，近年来，佛坪县陈家坝镇
做到耕地保护优先、耕地数
量和质量并重，着力构建数
量、质量、生态、环境、空间的
耕地综合保护体系，坚决守
护好群众的“饭碗田”。

陈家坝镇制 定《田 长 制
实施方案》，明确镇、村田长
责 任 人 落 实 网 络 化 管 理 机
制。同时和 5 个村签订耕地
保 护 目 标 责 任 书 ，建 立 起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责

任 体 系 。 定 期 召 开 专 题 会
议 ，对 照 任 务 清 单 ，加 强 协
调 沟 通 、实 时 跟 进 工 作 进
度，集中力量解决制约实施
耕地保护的困难问题，确保
各项工作有序、高效推进。

为持续推进耕地保护工
作，该镇粮食播种面积全年
稳 定 在 6400 亩 以 上 ，产 量
1430 吨以上。制定招商引资

“读地手册”，完善水电路信
等基础设施建设，为耕地保
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积极组织“四

支队伍”、网格员 52 人，全面
摸清辖区耕地“非粮化”1200
亩现实情况，科学制定“一村
一策、一户一议”等措施，提
高农户种粮积极性。引导撂
荒土地实行代耕代管代种机
制，实现撂荒地有效整治、产
业规模化经营和农户持续稳
定增收“三赢”局面。

该镇组织各级田长深入
田间地头向群众宣传，发放
宣传资料 2000 余份，悬挂宣
传 横 幅 60 余 条 。 利 用 微 信
群、视频媒体、公众号等线上

平台，发布宣传耕地保护、土
地整治复垦等政策 300 余条，
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宣传
严禁“割青毁粮”、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等内容，切实提高
广大群众对耕地保护和粮食
安 全 政 策 的 知 晓 度 、参 与
度。今年以来，该镇开展入
户走访 800 余户，现场解答政
策法规 200 余条，解决群众耕
种难题 30 余件，签订耕地保
护承诺书 1050 份，积极引导
群 众 保 护 耕 地 ，守 好“ 饭 碗
田”，提高群众的幸福指数。

用活田长制 守好“饭碗田”

7 月 8 日 ，安 康
市汉滨区早阳镇农
技干部在寨垭村盆
栽魔芋基地察看魔
芋长势，现场就魔芋
病害防治进行技术
指导。

早阳镇采取“企
业+基地+农户”的
产业发展模式，今年
新引进五里镇鲤鱼
山生态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种植盆栽魔
芋 30 亩 ，通 过 新 技
术的示范应用，降低
魔芋软腐病、白绢病
的发生风险，促进魔
芋产业持续健康稳
定发展。

周涛 摄

7 月 5 日，在商南县过风楼
镇县河口村的蜜薯种植基地，20
余名村民相互配合，分秧、打窝、
栽苗……随着村民们紧张有序
的劳作，一株株蜜薯苗稳稳地扎
根在土里，放眼望去，一派生机
勃勃的景象。

秦岭蜜薯种植基地成立于
2023 年 2 月，是由陕西绿盛优农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兴建 ，
主要种植从山东烟台农科院引
进的“烟薯-25”蜜薯，已先后在
过风楼镇太平庄村、县河口村、
徐 家 店 村 等 5 个 村 种 植 400 万
株，种植面积达 1000 余亩，有效
带动村民增收 ，推动村集体经
济发展壮大。

“公司落户我们太平庄村，
流 转 土 地 种 植 蜜 薯 300 亩 ，实
现 带 动 农 户 45 户 169 人 ，户 均
增收 1000 元，带动集体经济年
增 收 10 万 元 。”太 平 庄 村 党 支
部书记陈双鹏说。

据 了 解 ，过 风 楼 镇 依 托 资
源优势 ，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
发展模式，不断优化种植结构，
发展蜜薯、猕猴桃等特色农业产业，推进农业产业
转型升级，持续擦亮高质量发展底色。

“今年以来，我们立足镇域资源，招商引入陕西
绿盛优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施过风楼蜜薯小镇
项目，打造集生产、种植、储存、加工、销售于一体化
蜜薯产业格局，以特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奋力开创强镇富民新局面。”过风楼镇党委书记
刘亚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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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梅林海 记者 靳天龙）7 月 6 日，记者了
解到，今年以来，柞水县持续在壮大首位产业、发展
特色产业、完善现代服务上下功夫，不断延链、补
链、强链，全力推动群众收入稳定增长。

柞水县坚持将木耳产业作为增加群众收入、助
力乡村振兴的首位产业，按照“区域化布局、规模
化发展、标准化生产、产业化开发、品牌化营销”的
思路，发展专业村 65 个、生产基地 91 个、设施大棚
2770 座，打造了“秦岭天下”等 7 个子品牌；年种植
木耳 1.1 亿袋，开发出木耳肽等深加工产品 22 大类
98 种，年带动 4186 户群众户均年增收 1.5 万元。柞
水木耳产业入选全国农业生产“三品一标”典型案
例，柞水木耳被认定为中国农产品百强标志性品
牌和陕西省首批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柞水县出台支持产业就业暨发展“五小”经济增
加农民收入、支持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等措
施，深化“三带一创”产业帮扶模式，大力发展特色
产业，建设标准化中药材基地 3 万亩，发展茶叶和烟
叶 5970 亩，认证“两品一标”绿色食品 12 个、名特优
农产品 10 个。

同时，柞水县全面完成电商人才培训、镇村及
园区电商站点建设、三级物流体系完善、电子商务
营销推广等四个板块提升建设任务，县级农村电
子商务物流配送（分拣）中心、电商站点建设扩大
到 82 个，发展电商主体 280 多家，电商交易额 3.04
亿元。

柞水县

持续壮大特色产业集群

本报讯（通讯员 宣双庆）7 月 6 日，勉县周家山
镇举办了一场集瓜果美食、歌曲、朗诵、交响乐演奏
为一体的绿色文化盛会——“‘大地欢歌’乡村文化
年·‘锦上添瓜’乐在周家山”活动，文化搭台，瓜果

“唱戏”，展示当地农业特色产业成就，为乡村振兴
加油助力。

本次活动举办地甜颜蜜果水果基地前身为勉县
金安农业专业合作社，是在江苏海门区“东西部协作
帮扶”和特色产业政策扶持下，投资 429 万元建起来
的。基地共流转土地 200 余亩，建设 100 亩大棚发展
草莓、葡萄、西甜瓜，去年收益达 268 万元。基地辐射
带动周边群众 60 余人就近务工，月均稳定增收 2000
余元，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赢。

近年来，周家山镇以“南药北果中蔬菜”的发展
思路，因地制宜引导各村（社区）发展农业产业。截
至目前，全镇共发展柑橘、大樱桃、猕猴桃等果园
2500 亩，种植元胡、枳壳、麦冬、黄精等中药材 1126
亩，以黄沙社区、春光村、柳丰村为重点区域发展大
棚设施蔬菜 1500 亩。

勉县周家山镇

举办瓜果节为乡村振兴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