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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天空湛蓝，大地葱绿。延
安市宝塔区柳林镇南庄河村的坡梁
上“ 白 纱 ”飘 绕 ，一 颗 颗 苹 果 身 着

“防护服”躲在绿叶丛中，在“白纱”
的保护下“茁壮成长”。

站在果园的高处，南庄河村党
支部书记高祥指着眼前“白纱”笼
罩下的一片片果园感慨道：“不容
易呀……”

“想也不敢想，咱村的苹果能
‘上天’。”南庄河村最早栽植苹果
树的高埃娃今年 64 岁，他是南庄河
村 发 展 苹 果 产 业 的 亲 历 者 、见 证
者。“那些年栽植果树，‘摸石头过
河，全凭经验’，产量低，品质差，一

年也卖不了多少钱。”高埃娃说，随
着新品种新技术迭代升级，产量高
了，品质好了，效益高了，栽植苹果
树的越来越多。

“全村 319 户，220 户栽植果树，
栽植面积4400余亩。”高祥表示，如今
苹果已成为南庄河村人的“致富果”。

南 庄 河 苹 果 能“ 上 天 ”，源 自
2015 年 的 那 场 有 机 绿 色“ 革 命 ”。

“以前，化肥、农药的普遍使用，土
地板结，农药残留超标等系列问题
出现，导致果型差、品质低、卖不上
价，果农辛苦一年卖不了多少钱。”
高祥说，2015 年起，南庄河村人通
过考察和学习，认识到苹果产业发

展不前的症结所在，开始用农家肥
替代化肥，化解土地板结，豆菜轮
茬增肥，矿物质农药替代传统农药
等方式的有机绿色“革命”。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场“革命”
胜利了！南庄河的苹果走出陕西，
销往全国。2022 年，南庄河的有机
苹果不仅出口迪拜还上了太空。目
前，柳林镇 300 亩出口苹果“飞天苹
果”认证示范基地正在创建。

“全镇苹果栽植 5 万亩，年产值
3 亿元左右。”宝塔区柳林镇党委
书记孙延文表示，南庄河苹果是苹
果产业从传统栽种向有机绿色发展
的最好例证，今后，柳林镇在以有
机绿色为原则的同时，积极推行栽
培新模式将柳林苹果产业做大做
强，让柳林苹果走得更远“飞”得更
高 ，成 为 全 镇 人 民 的“ 致 富 果 ”、

“幸福果”。

柳林苹果“飞天”记
本报记者 杨磊

8 月 21 日，在西咸新区泾河
新城茯茶镇裕兴重茶馆，何军像
往 常 一 样 忙 着 招 待 店 里 的 客
人。眼下，正是旅游旺季，每天
来茯茶镇的游客络绎不绝，何军
经营的茶馆是泾阳茯茶老字号，
店里人气特别火爆。

“最近一段时间，每天都要
接待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大家对茯茶赞不绝口。”何军娴
熟的泡茶技艺也是店里的一大
亮点。

“自古岭北不植茶，唯有泾阳
出砖茶。”泾阳茯茶属于六大茶
类中黑茶里的特色产品，是后发

酵茶，也是全发酵茶，其茶体紧
结，色泽黑褐油润，金花茂盛，入
口清香持久，醇厚回甘绵滑，具
有“消惺肉之腻，解青稞之热”等
功效。因茯茶常在夏季伏天加
工 制 作 ，香 气 和 作 用 又 类 似 茯
苓，且蒸压后的外形成砖状，故
被称为“茯砖茶”。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泾
阳茯茶是曾经被用于茶马交易
的主要茶品。一千多年前，驼铃
声声，茯茶因方便携带、口味独
特而随丝路商队的车马一路流
香，远销西北、中亚及欧洲等地。

“茯茶和六大茶系 1000 多种

茶品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在
制作的过程中会自然产生一种
益生菌，叫金花。”中国茯茶文化
博物馆馆长许晓冰称，茯茶历史
悠久，工艺复杂，多达 29 道工艺，
并有“三不制”之说，即离开泾阳
水制不了、离开泾阳人制不了、
离开泾阳气候制不了。明清时
期，它曾被称为陕西官茶，主要
销往西北一带，是当时北方游牧
民族的生活必需品。

近年来，泾阳县充分发挥茯
茶产品特色、历史文化、地域特
点等优势，依托泾阳茯茶研发中
心，打造集产、学、研、旅于一体

的泾阳茯茶创业园，通过园区建
设、品牌打造、质量保障、科技创
新、市场开拓等，推动茯茶产业
快速发展，品牌价值逐年提升。
同时，泾阳还打造出“茯妹”卡通
形象人物，将 IP 形象融入茯茶，
树立了泾阳茯茶在全国茶界的
品牌形象。

泾河新城是茯茶主产区，年
产茯茯近 4000 吨，综合产值达 10
亿元。其产品除了传统茯茶，还
有“金花白茶、金花红茶、金花普
洱、金花人参”等近百种新的茯
茶品类，并衍生出 200 多种茯茶
相关产品及文创产品，产业综合

产值大幅提升。
在发展茯茶产业过程中，泾

河新城不仅吸引了当地村民回
乡创业、就业，也吸引了众多外
地商家入驻，茯茶制茶大师、
制茶工匠、茶艺师、评茶员等
人才培养推动了人才聚集乡
村。全域旅游的发展更是带
动 茯 茶 镇 周 边 村 民 创 业 就
业，同时改善了周边村镇的
人居环境。

据泾河新城茯茶产业
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介绍，
他们将用 3 年左右时间初
步建成科学合理、技术先
进、协调配套、面向应用
的茯茶全产业链标准体
系 。 力 争 到 2025 年 末 ，
茯茶全产业链标准化水
平全国领先，加工销售
量达 3 万吨，全产业链
总 产 值 达 50 亿 元 ，区
域公用品牌价值超过
100 亿元。

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丝路悠长 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茯茶飘香
本报记者 黄敏

宁强县阳平关

镇核桃坝村村民王

天平今年种植烤烟

170 亩，根据目前烤

烟收烤情况看，年

产 值 可 达 50 多 万

元，除全家5人参加

劳动外，每天雇工

20 多人，工价每人

70 元至 80 元，此项

支出约 20 万元。图

为 8 月 20 日，王天

平家正在收烟、分

级、烘烤。

边清学 姜润平 摄

本报讯 （刘亚妮 陈洁 记 者
黄河） 8 月 20 日，记者了解到，近日
旬邑县城关街道在西安大唐不夜城
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共享庭院”暨乡
村旅游推介会，全方位推介了多彩旬
邑旅游资源优势。

今年以来，城关街道紧紧围绕乡
村振兴战略目标，以全域旅游、全员
参与、全民共享为发展目标，努力让
庭院变客舍、农区变景区，形成餐饮、

住宿、研学、康养等为一体的庭院经
济产业链，撬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新
支点，有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奋力
推进乡村振兴。

城关街道清理“家底”盘活传统
民宅，因村施策打造城中村共享民
宿，崔家河村共享农家饭，纸坊村共
享村落及共享庭院 20 户，赵家洞共
享传统村落等，满足部分游客城乡
微度假需求；打造“‘民宿+剪纸’、

唢呐、电商、特色小吃、采摘”等增收
新业态，促农、文、旅深度融合。

同时，城关街道以“庭院”头雁振
飞，示范带动的方式，培育一批“庭院经
济”带头人。持续完善小庭院的精细
化、规范化、配套化管理标准，丰富共
享庭院的服务功能。同时，创新“共享
庭院”暨乡村旅游推介会宣传方式，加
大宣传频次，让万千游客从“云端”游
转为现场游，为乡村旅游注入新活力。

旬邑县城关街道：“共享庭院”撬动乡村旅游新支点

继早熟苹果“秦阳”上市之后，新鲜的白水“嘎啦”苹果
也甜蜜“来袭”。8月21日，在白水县雷牙镇刘家卓村的180余
亩果园内，一个个苹果在太阳照射下越发绯红，香甜气息扑鼻
而来，村民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 魏宝宝 潘美玲 摄

本报讯（张宏 记者 靳天龙）
8 月 19 日，在商洛市商州区夜
村镇绿洲果蔬农民专业合作
社百亩果蔬种植基地旁边，一
间 20 平方米的钢构房子，堆满
了一筐筐刚刚采摘的葡萄，正
准备分装、称重。

商 州 区 夜 村 镇 绿 洲 果 蔬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1
年，共流转土地 120 亩，起先以
设施大棚蔬菜种植为主，随着
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近年
来该合作社大力发展葡萄、大
樱桃等时令水果，种植效益逐
年提高。

“我们先后引进‘夏黑’、
‘户太八号’等葡萄新品种，以
及‘美早’、‘先锋’等大樱桃新
品种，年采摘葡萄 39 万斤，大
樱桃 4 万斤，可实现年产值 160
万元。”在果园里，夜村镇杨塬

村党支部书记马刚超指着绿油
油的葡萄架说，“为了保证优质
优果，我们投资了 480 万元，建
成果蔬培育、应用滴灌、绿色防
控秸秆生物反应等栽培技术，
实现果品生态化、绿色化。”

为了产业提质增效，带动
更多村民致富，马刚超甘当乡
村振兴“领头雁”，主动邀请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商洛农科所
等专家教授，深入产业基地开
展 生 产 技 术 专 题 讲 座 3 场
（ 次 ），培 训 社 员 达 300 人
（次），解决群众就业 150 人，人
均年务工增收 1000 元以上。

“基地有我七八分地，流
转出去每年收入 600 多元。今
年，我在葡萄园务工挣了 2000
多元，比起过去传统耕种，收
入翻了几番。”杨塬村六组村
民李红良高兴地说。

商州区杨塬村：葡萄丰产迎增收

本报讯（李彦奎 张璐 记
者 靳天龙） 8 月 17 日，记者
了解到，今年以来丹凤县竹林
关镇张塬村紧抓乡村振兴机
遇，利用自身土地林地资源优
势，大力发展大棚经济和林下
散养。

今年，丹凤县惟铸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投资 180 万元用于
发展食用菌种植产业。张塬
村利用本村优质土地资源，依
托本村现有优质香菇资源及
经验，发展新型食用菌种植，
现已建成种植大棚 35 座，生产
滑子菇 20 万棒。

连日来，张塬村的食用菌
种植大棚里，随处可见的是乡
亲们忙碌的身影。48 岁的村
民崇瑞玲说：“我从大棚建成

就来干活了，我以前每天就是
在家洗衣做饭，现在每天过得
很充实，而且还能挣到钱，年
底还能参与集体经济分红，一
年下来能挣近 2 万元呢。”

据了解，该项目年度总产
值可达到 240 万元。羊肚菌种
植投资 10 万元，年总产值可达
25 万元。持地农民每年可获
取地租收入每亩 1000 元，同时
带动当地实现劳务人员就业
90 多人，每人平均年收入 1.5
万元到 2 万元。

“村上通过发展食用菌种
植 ，能 够 丰 富 村 集 体 经 济 形
式，带动村民实现就业增收，
这就是我们作为村干部最自
豪的事。”张塬村党支部书记
王朋说。

丹凤县张塬村：食用菌拓宽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