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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旬阳市段家河镇北庵
村 1800 余亩香橼迎来了采摘高峰，
大片香橼迎着夏日阳光伸展着无
穷的生命力，细细的枝条上结满了
水灵灵的碧绿色大果子，看上去很
是喜人。村民们每天穿梭在园中，
管护、采摘、运输。7 月 24 日一大
早，北庵村村民李文露扛着锄头往
山上的香橼园走去。“我们这山清

水秀，香橼果子品质好、水分足，咬
一口就甜到心里。”李文露边走边
介绍。

李文露以前家里的收入来源
主要靠种地、养猪，日子过得紧紧
巴巴。自打村里大力发展香橼产
业，李文露就把自家的几亩山地流
转给了村集体合作社，不光每年能
享受分红，自己也腾出时间进园务
工，每月都有固定的收入，家里的
光景一年比一年红火。

“家门口有了产业基地，挣钱
的门路一下子就多了。就拿香橼
园来说，日常管护、采摘销售，各
个环节都要人，不愁没活干。”走
进园区 ，李文露放下锄头就开始

采摘香橼，“最近正是香橼采摘季
节，采摘期间还要管护好果树，活
不重，一天工资 150 元，大家干劲
大着呢。”

近几年，段家河镇把香橼产业
作为当地特色林果产业之一 ，通
过“公司+龙头企业+合作社+农
户”等多元发展的订单农业模式，
大力培育标准化香橼园区 ，推动
产业发展提质扩面。目前 ，段家
河镇已建成 6 个标准化优质香橼
产业园，种植面积 5000 多亩，其中
挂果面积超过 2000 亩，年产香橼
近 300 万公斤。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段家河
镇香橼产业风生水起，北庵村也瞅

准这个机遇，以村集体合作社为龙
头，引导群众流转山地林地，不断
扩大产业规模。“我们村 1800 多亩
香橼现在都进入了成果期，大伙儿
平时管护特别精心。从最近采摘
情况来看，今年亩产量在 2000 公斤
左右，年产值能达 1500 万元。”正在
园区忙活的北庵村党支部书记杨
居明告诉记者，村里的香橼园建成
后，许多村民常年在园区务工，实
现了家门口就业。除此之外，随着
日常用工需求不断增大，每年还辐
射带动周边 400 多户村民进园务
工。尤其采摘季，每天用工量超过
180 人（次）。

村民增收的路子多了，村集体

经济壮大了，北庵村村民发展产业
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好果子才能
卖上好价钱。这两年，村里经常邀
请专家来园区，现场给大家讲解种
植管理技巧。有了技术，管理更精
细了，果子品质好了一截子。”看着
枝头上拳头大的果子，李文露高兴
得合不拢嘴。

眼下，漫山的香橼已经成了汉
江沿岸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北庵
村正把香橼、拐枣、樱桃等特色产
业结合起来 ，打造多种形式的产
业板块。同时 ，鼓励村民利用房
前屋后种植香橼 ，大力发展庭院
经济 ，逐步走出一条富有特色的
增收致富新路径。

漫山“碧绿果”增收好“钱景”
本报记者 黄敏

“白水县气候适宜，生产的早
熟苹果口感好、甜度高，在市场上
颇受群众喜爱。”客商权亚军说。
8 月 3 日，在白水县城关街道新生
村集体经济组织示范园，早熟苹
果早已挂满枝头，煞是喜人。

“今年有 40 亩早熟苹果，‘秦
阳 ’套 了 23 万 袋 子 ，产 值 10 万
斤。‘金世纪’套了 20 万袋子，产值
8 万斤。”新生村集体经济组织示
范 园 负 责 人 陈 国 潘 欣 喜 地 说 。
2018 年，陈国潘接手了新生村 300
亩集体经济组织示范园。为了更
好地提高苹果的效益，2020 年底，

白水县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
司托管了新生村集体经济组织示
范园，对果园从化肥、农药、灌溉、
技术指导等方面进行管理，并对
果树进行了升级改造，经过 3 年的
托 管 ，让 果 园 更 好 地 激 发 出“ 造
血”功能。

“金丰公社对果树日常管护非
常精细，从年初的剪枝、除草到年
尾的施肥、冬管从不马虎。通过对
果园进行技术指导，果园的投入成
本降低了，效益提高了。”白水金丰
公社农业服务公司总经理苏锐说。

“我主要对果园进行病虫害防

治、拉剪修枝、套袋、肥水管理等
技术指导。”白水县职业农民段帮
杰说，现在果园产量增加了，果品
质量也很好，看到现在丰收的景
象，我越来越有成就感了。今年
苹果还没完全成熟就已经被客商
全部预订，主要销往河北、湖南、
湖北等地。果品品质好，产量高，
果商收购价也高。除此之外，果
园每年根据果树生长需要雇佣长
期工 10 人，全年带动周边村庄 60
余人就业，成了附近村民家门口
的稳定务工点，增加了群众收入。

据了解，白水县作为全国苹果
优生区，连续五年位居中国苹果
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 10 强，是有
名的“中国苹果之乡”，获评“中国
有机苹果第一县”、“全国苹果全
产业链典型县”。

白水：果农“赶早”致富忙
王军锋 安娜 李浩杰

本报讯 （罗速速 记者 王根
平） 8 月 1 日，记者走进铜川市王
益区王家河街道常家河村郭家河
组，在道路旁边，几座蔬菜大棚
矗立田间、排列整齐，棚内黄瓜、
豆角、西红柿等蔬菜长势喜人，
部分蔬菜已经上市销售。

近年来，常家河村因地制宜、
因村施策，为群众增收想办法、
谋路子，先后栽种金银花、翡翠
梨，还建起了蔬菜大棚。

“我在原有的果园里建了 3
座蔬菜大棚。这种温室棚比露
天蔬菜成熟早，可以抢先上市。
每座棚一年的纯收入可达 1.6 万
元以上，之后我还会扩大种植规
模的。”种植户王新锋信心十足

地说。
常家河村已经陆续建起了 15

座蔬菜大棚，占地面积约 7 亩，亩
均收入 3.5 万元左右，极大促进了
农民的收入。同时在种植蔬菜和
收菜时节，还会带动附近村民前
来打工增加一份收入。正在地里
摘黄瓜的张阿姨告诉记者：“我
平时在这边锄草、搭架，这些大
棚菜一成熟，我可以过来摘菜，
我丈夫开车往附近的市场送菜，
每天能有 200 多元的收入。”

产业发展旺，致富劲头足。
一座座充满希望的蔬菜大棚，已
成为常家河村村民致富增收的

“新引擎”，构成了产业振兴的新
图景。

王益区常家河村：蔬菜大棚好“丰”景

本报讯 （记者 黄敏）“去年
我一个人来凤县摘花椒，不到 10
天挣了近 2000 元，工钱不少，就是
来回不方便。今年，凤县开通了
花椒采摘专列，我带着妻子一块
来了凤县，挣双份钱。”8 月 4 日，
在 凤 县 双 石 铺 镇 旭 升 花 椒 产 业
园，正在忙活的汉中市宁强县务
工人员庞永耀说起今年的“采摘
之路”高兴得合不拢嘴。

半个月前，来自汉中市宁强
县、略阳县各乡镇的 800 多名“采
椒客”搭乘 6064 次列车，来到中国

花椒之乡——宝鸡市凤县，开启
了一年一度的“采摘之路”。

“农闲时总要打打零工增加收
入 ，去 太 远 的 地 方 不 方 便 、花 销
大。现在，有了采摘专列，我们外
出务工方便多了，这样的服务真是
太贴心了。”庞永耀边采摘边说。

据了解，每年 7 月中旬，凤县
大红袍花椒进入成熟期。为解决
凤县大红袍花椒成熟后椒农采收
难的问题，今年，凤县林业局提前
行动，联合凤县人社局积极搭建

“凤县花椒采摘”劳务用工平台，

与周边县（区）进行了劳务对接洽
谈，达成了用工合作协议，确保大
红 袍 花 椒 采 摘 期 间 的 劳 动 力 供
应。同时，为了让前来凤县采椒
务工人员能够快速便捷地到达凤
县，凤县林业局积极与中铁西安
局联系开通了一列采椒专列。

“今年，政府及时开通了花椒采
摘专列，既解决了采椒人员出行难
的问题，也解决了我们种植户用工
难的问题，真正是为群众办了件实
事、好事。”凤县双石铺镇旭升花椒
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沈巧玲说。

凤县：开通采椒专列 助力产业增收

本报讯 （王文斌 田伟 记
者 杨磊）“咱这圣女果的硬度、
糖度、色度各方面都非常好，市
场还是十分认可的……”7 月 30
日，在洛川县石头镇百益村村民
孙军锋的果园内，客商代办刘来
全高兴地向孙军锋反馈圣女果在
市场上的销售情况。

果园里，放眼望去，一排排圣
女果苗枝繁叶茂，迎风招展，工
人们正在忙碌地采摘成熟的果
子。“目前我的第一茬圣女果已
经 采 摘 结 束 ，今 年 的 行 情 特 别
好，现在我已经卖了十三四万元
了。”看着这几天的收入，园主孙
军锋更是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2022年，百益村已经开始种植
圣女果了，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

益。今年石头镇决定支持村里进
一步扩大种植面积。在今年初，由
百益村党支部牵头，在村里建成了
630 亩的圣女果示范基地。

洛川县石头镇百益村党支部
书记王刚告诉记者：“从近两天
全村的销售情况来看，销售额已
经达 60 多万元。加之今年的价
格十分喜人，近期一直在上涨，
而且圣女果可以持续采摘销售到
9 月底。”

目前，石头镇累计种植圣女
果面积达上千亩。“下一步，镇上
将围绕苹果这一主导产业不动
摇，把发展圣女果作为重要产业
补充和支撑，不断延伸产业链，
提升价值链，带动更多群众增收
致富。”石头镇镇长杨航说。

洛川县石头镇：圣女果变身“幸福果”
8 月 2 日 ，在

宁陕县江口回族

镇江河村鲜食玉

米产业园区内，当

地群正在掰棒、背

运、装车。

据了解，江河

村鲜食玉米产业

园种植鲜食玉米

260 亩，预计产量

28 万 穗 ，收 入 30

余万元。

刘长兵 摄

本报讯 （江荣霞 朱顺 记
者 靳天龙） 连日来，镇安县米粮
镇月明、八一、丰河等村的蚕农
陆陆续续地载着大筐小筐的蚕茧
赶赴米粮蚕茧收购站进行交售，
茧站工作人员有序对交售的蚕茧
进行筛选、抽样、定级、过秤，大
伙儿忙得不亦乐乎。

“今年每公斤夏蚕茧 48 元，比
去年每公斤夏蚕茧高出 4 元。抛
开杂七杂八费用，纯收入也有近两
万元呢。按这个市场价格走势，我
打算秋季再养5张。”8月2日，月明
村养蚕大户李付强乐呵呵地说。

“这个小蚕共育室由月明村
党支部牵头修建，是村集体经济
收入的有力支撑。共育室设备齐

全、技术成熟，每年为全镇共育
小蚕达 600 张左右。”月明富银蚕
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蒋立强说。

为方便蚕农更好掌握理论知
识，米粮镇每年组织养蚕大户开
展技术培训，镇科技指导员定期
带领蚕农走进密植桑园示范村和
蚕桑养殖大户，现场解答栽桑养
蚕存在问题，有效提高蚕农栽桑
养蚕技术。

2023 年，米粮镇打造密植、套
种桑园 1.3 万亩，培育稳定蚕农
240 户，年养蚕 960 张，产值预计
达 270 万元，户年均增收 1.1 万元
以上，累计拉动剩余劳动力再就
业 180 余人，人均年增收 1200 元，
真正发挥了“小产业”大效益。

镇安县米粮镇：蚕桑“织”密致富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