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张国轩 记
者 王根平） 小小光伏板，
发挥大能量。 近 年 来 ，铜
川市耀州区石柱镇克坊村
采用的屋顶分布式光伏项
目探索出了一条绿色低碳
发展之路，让“屋顶经济”
成 为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的 新
引擎。

7 月 27 日，在克坊村，
屋 顶 分 布 式 光 伏 安 装 工
作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施
工人员顶着烈日有条不紊

地进行光伏板安装。
“我们不用花一分钱，

村上成立公司和长安银行
对接贷款，农民不用办任
何手续，每年还有 3000 多
元的收入。对我们是一件
很好的事情。”石柱镇克坊
村村民杜发毅高兴地说。

据了解，该项目被铜川
市普惠金融改革示范区纳
入 2023 年重点项目，采取

“公司+农户”的模式，涉及
克坊村 200 户房屋屋顶及

村集体闲置土地，安装面
积总计 3.2 万平方米，预计
装机容量 6MW（兆瓦）。

石柱镇克坊村党总支
书 记 杜 晓 鹏 说 ：“ 项 目 完
成以后村集体（联合社）这
一块的收入一年预计能达
16 万元。一期工程电网电
路的改造，现在已经安装
了 26 户 。 第 二 期 工 程 进
展很顺利，群众没有负担，
光有收益，这 个 是 由 公 司
来运作，使群众最终能得

到实惠。”
作为铜川市推广整村

光伏试点村，克坊村经济
联合社成立了耀州区光照
万 家 新 能 源 有 限 责 任 公
司，建立起一个个“绿色电
站”，将光能转化为电能，
实现资源开发与新能源转
化利用，形成的资产归村
集体所有，帮助群众获得

“阳光收益”，不仅进一步
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更是

“电”亮了乡村振兴之路。

耀州区：“屋顶经济”“电”亮乡村振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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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8 日，在旬邑县土
桥镇镇头村西红柿种植基
地，西红柿迎来了丰收季，
成熟的西红柿宛如一个个
火红的小灯笼缀满枝头。
工人们顶着烈日正在进行
采摘、分拣、装筐、搬运，田
间回荡着欢声笑语，呈现
出一派丰收的喜悦。

吴 斌 ，是 一 名 退 伍 军
人。初见这位退伍不褪色
的精干大叔时，他身着迷
彩服和务工村民正在大棚

内不停地忙着，一边采摘
成熟的西红柿，一边给西
红柿打叉，查看西红柿生
长情况。

今年是吴斌第一次在
大棚里试种西红柿，在合
理的施肥、控温、光照等现
代 管 护 技 术 的 精 心 打 理
下，大棚西红柿枝叶茂盛、
挂果率高，棚内显现出生
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 我 从 2021 年 开 始 就
想回乡创业，想投身家乡

建设。目前承包 20 亩地，
建 设 20 座 大 棚 ，种 植 了

‘吉佳’、‘索尼娅’两个品
种的西红柿，现在开始成
熟 上 市 了 。 每 天 能 销 售
100 多公斤，后面大量成熟
能 达 1 吨 左 右 ，高 峰 期 采
收能维持一个月。一座棚
一年的收入能达 2 万元。”
吴斌忙着手里的农活高兴
地说。

据了解，西红柿生长和
收获期间，基地带动了周边
10余名村民前来务工，一年
劳务支出 5 万元。“在吴老
板这干活挺轻松的，一天工
作 8 个小时，既方便我照顾
家里老人，还有精力种植自
家的田。”村民张淑梅乐呵

呵地说。
镇头村党支部书记张

红利说：“村上借助苏陕协
作投资的 60 万元和‘涉农
整合’资金修建了 20 座大
棚，通过打造高标准农旅
融合休闲产业基地，来带
动群众增收致富。”

随着西红柿大面积的
成熟采摘，农户的好日子
也 像 西 红 柿 一 样 红 红 火
火。该镇将千方百计探索
农民增收的路子，精准引
用苏陕协作帮扶桥梁，持
续 扩 大 生 态 果 蔬 种 植 规
模，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发
展 ，促 进 农 业 转 型 升 级 ，
让“产业链”串起群众“致
富链”。

小小西红柿 开拓富民路
刘亚妮 冯心雨 本报记者 黄河

本报讯 （董旦旦 记 者 靳天
龙） 7 月 31 日，记者来到商洛市商
州区腰市镇屈村社区的富农烟叶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只见一排排
烤炉整齐排列，10 多名村民正在对
烟叶分类编秆、分层装炉，等待烘
烤师傅点火烘烤。

今年 75 岁的闵侃运便是其中
之 一 ，他 有 着 20 多 年 的 烤 烟 经
验。当查看了今年用新能源生物

质 密 集 烤 炉 烤 出 的 第 一 炉 烤 烟
后，闵侃运高兴地说：“老式的烤
炉也烤过 ，现在发展这种新式炉
烧，省时、省料、省劳动力。烟叶
烘烤出来质量比原来的要好 ，烟
叶的香味特别浓。”

烤烟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采摘、烘烤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劳动
力。在腰市镇，每年靠这一特色产
业实现就业的村民有近千人。近

年来，腰市镇立足现代烟草农业建
设，积极与各方沟通协作，并支持
腰市烟叶工作站向各级烟草公司
作好申报 ，在得到省烟草局批复
后，由烟草行业投资 200 余万元，累
计修建新能源生物质密集烤房 50
座，其中腰市镇 25 座。同时，该镇
从着力保护基本烟田抓起，引导乡
贤力量参与，并指导烟农合作社组
建各类专业化服务队，为推动全镇
烟草产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促进作
用。作为传统烤烟种植基地，屈村
社区享受到了烤烟产业转型升级
带来的红利。

“ 今 年 ，全 村 种 植 烤 烟 250 余

亩 ，有 烟 农 5 户 ，亩 产 量 达 170 公
斤，预计产值可达 125 万元。时下，
进入烟叶采烤阶段，带动周边群众
50 余人实现季节性务工，收入不低
于 3000 元。”屈村社区党支部书记
屈宝民说。

腰市镇只是商州烟草产业发
展的一个缩影。据了解，商州区发
展烟草产业区域共涉及腰市、板桥
2 镇 7 村（社区）88 户烟农，共种植
烤烟达 3336 亩。今年以来，腰市烟
叶工作站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农业
农村、烟草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提早谋划 ，积极宣讲烟叶收购价
格、订单种植等相关惠农政策，持

续稳定烟农队伍、烟叶种植规模，
抓细抓实育苗质量、平衡施肥、规
范移栽、大田科管等基础工作，确
保烤烟产业稳健发展。

腰市烟叶工作站站长刘剑表
示，目前，辖区烟叶长势良好，已
进入采收烘烤关键环节 ，烟叶烘
烤 质 量 良 好 、烟 农 收 入 可 观 ，预
计 产 收 烟 叶 50 万 公 斤 、产 值 达
1300 万 元 ，有 希 望再创新高。下
一步，将按照做实、做大、做精、做
强的发展思路 ，进一步推动烤烟
产业转型升级，扩大种烟面积，提
升烟农收入，让这一特色产业“根
壮叶茂”。

商州：烟叶丰收 烟农赶“烤”

本报讯（吴永刚） 眼下，
正值韩城市大红袍花椒的采
收时节。8 月 1 日，笔者了解
到，今年以来，韩城市雨水充
沛，花椒前期开花坐果良好，
长势喜人。全市 55 万亩大
红袍花椒再度迎来丰收年，
预计产量 3600 万公斤。

近年来，韩城市全力打
造 花 椒 示 范 基 地 ，通 过 示
范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
大 户 的 龙 头 引 领 作 用 ，积
极 推 进 社 会 化 服 务 ，加 速
了 全 市 花 椒 种 植 更 新 换
代、上档升级，阔步迈向绿
色有机，迈上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新赛道。
韩城市作为全国红花椒

的领跑者，下一步将加快花
椒优良品种的选育步伐，培
育高精油、高产量、高抗性、
易采摘的新品种，形成早中
晚熟品种科学搭配格局，增
强市场竞争力；结合土壤改
良，加大老园改造力度，推动
老园更新换代，为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加强花
椒绿色和有机生产技术推广
应用，依托合作社、家庭农场
龙头带动，生产高品质花椒，
促进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实
现产业高质量发展。

韩城市

55万亩大红袍花椒进入采收期

本报讯 （胡汉杰 通讯
员 石兴华） 7 月 28 日，在城
固县五堵镇高桥村，抬眼望
去，一块块农田里，玉米和大
豆成排相间，成为夏季乡村
最美的田园风景。村民们正
在田里除草、培土，不停忙碌
着。村民赵光琴脸上洋溢着
笑容，她对“一地双收”的复
合种植模式信心满满。

“在村干部的宣传动员
下，我去年就开始了大豆玉
米复合种植，1 亩 3 分田收获
玉米 1000 斤、大豆 250 斤，总
收入 2100 多元，国家发放的
补贴款还没有计算在内。”赵
光琴说，“今年我扩大了种植
面积，目前苗势不错，再过十
几 天 ，玉 米 就 可 以 先 收 获

了 。 两 个 月 后 大 豆 也 将 收
获，一地两种，划算得很。”

在高桥村，越来越多的
人在田地里搞起了大豆玉米
复合种植，既增加粮食产量，
又增加自身收入。

“我们充分利用土地资
源，开展政策宣传，公布补贴
标准，培训种植技术，引导鼓
励农民开展大豆玉米复合种
植，一地双收，提高农民收
入。”村党支部书记周波介
绍。截至目前，该村已建成

“豆米”复合种植示范基地一
处，种植规模达到 32 亩，参
与农户 18 户，预计今年可收
获 玉 米 1.1 万 余 公 斤 、大 豆
3000 公斤，种植农户户均增
收可达 2000 元以上。

城固县高桥村

复合种植助力农户“一地双收”

本报讯 （记者 黄河） 8
月 1 日 ，记 者 了 解 到 ，日 前
2022~2023 年 陕 西 乡 村 产 业
振兴带头人“头雁”体验式培
育苹果产业班到咸阳市开展
参观实训。

来自全省苹果产区的 80
余名学员，在 3 天的时间里
先后在咸阳市淳化县、旬邑
县、长武县的中绿苹果专业
合作社、大槐树村电子商务
中心、“3332”模式示范园、石
门生态农业公司等地，进行
了参观学习和现场实训。

参训学员走进企业、果

园，对果园管理技术、企业运
营模式进行交流和探讨；听
当地果业干部、负责人介绍
各地产业发展情况，了解苹
果产业发展趋势，对产业知
识和专业技能进行充电。

下一步，咸阳市将以乡
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项
目为契机，加快果业人才队
伍培育，不断提升全市果业
新型经营主体人员生产经营
管理水平，积极构建头雁领
航、强雁振翅、雁阵齐飞的引
领带动机制，为全市果业高
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咸阳市

加快果业人才队伍培育

今年以来，永

寿县不断调整产

业结构，在麦茬地

里种植晚熟大葱，

大葱成为当地农

民增收的又一产

业 。 图 为 7 月 26

日，永寿县监军街

道封侯村村民在

给大葱施肥。

通讯员 李建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