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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在汉中市汉台区武乡
镇共力村的软籽石榴园和柑橘园
里，沉甸甸的果实成为一道独特的
风景。

“最近雨水多，要经常过来看
看，天晴了就要及时采摘成熟的柑
橘和石榴，并采取修枝、除草等越
冬管理措施了。”10 月 22 日，在共

力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村干部杨秀
菊笑着说，“我们这个合作社共有
柑橘 200 亩，软籽石榴 400 亩，今年
毛收入 50 万元。”

近年来，共力村充分发挥和利
用村内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因地
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探索出一条农
业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

过去，村内自然条件差，村集
体经济薄弱。2019 年 8 月，村两委
干部在外出学习考察期间，了解到
软籽石榴的生长环境和共力村很
相似，便萌生了在本村发展石榴产
业的想法。村上先后 4 次去河南省
河阴县石榴基地考察，并向省石榴
协会学习取经，最终确定由村集体
流转土地 500 亩种植石榴。同时，
武乡镇政府先后争取上级产业扶
持资金共 395 万元用于园区种植和
基础设施建设。

在稳定果园种植的基础上，共
力村积极探索农旅融合路径，由村
集体成立的汉中宝峰轩果业发展

有限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在 2021 年
建 成 宝 峰 轩 田 园 综 合 体 建 设 项
目。经过打造，园内配套设施逐步
完善 ，吸引周边游客前来体验采
摘、游园乐趣。

“我在石榴园里主要从事日常
管护和修枝工作，活儿简单，还能
照顾家人，每个月 2000 多元工资，
我很满足。”家住共力村 5 组的许
俊华说。

目前，该项目已带动本村 100
多名困难群众入园务工，人均月收
入增长 800 元以上，为进一步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奠定了坚实基础。

共力村在发展产业的同时，还

借力乡村振兴的东风 ，围绕基础
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整治等做文
章。争取上级部门 200 余万元资
金，修缮改造一口旧井，又分三个
片区新建 3 口深水井，并对入户管
网进行规整提升，加装智能水表，
村民彻底摆脱了吃井水和地表水
的历史。

2022 年，共力村被评为“省级
美丽宜居示范村”。“下一步，我们
计 划 将 石 榴 的 种 植 面 积 规 模 扩
大 ，通过产业项目让乡村旅游火
起来，积极打造更多的产业亮点，
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共力村党支
部书记许万红说。

石榴产业兴 村民日子甜
本报记者 张恒 通讯员 肖昆

眼下正是魔芋收获的季节。
11月3日，“村里喜讯捎北京”网上
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走进岚皋县
蔺河镇蒋家关村立新魔芋专业合
作社种植基地，十几名村民正抢抓
晴好天气挖魔芋。他们有的正挥
动锄头挖，有的在处理魔芋表皮的
泥土，有的把大一点的魔芋挑拣出
来，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我们这里把魔芋叫‘鬼脑
壳’，以前，它只是栽在村民的房
前屋后，村中没有产业，我就想
大力发展这一产业。”据村里的
魔芋“土专家”王永成介绍，为了

更好地发展魔芋产业，他在实践
中探索了很多技术也积累了一
些经验，并于 2020 年通过土地流
转的形式在家门口建起魔芋良
种繁育基地。

与魔芋打交道 25 年，王永成
从普通农民变成高级职业农民再
到当地的“土专家”，他说，虽然生
活条件越变越好，但不曾改变的
是他对农业的情怀和坚持。

“魔芋产业不仅在食用领域
应用广泛，在工业、纺织等领域
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王永成
告诉记者，只要质量好，魔芋系

列产品不愁销路，一经生产就是
市场“抢手货”。

“我种植魔芋 30 多年了，除
了林下种植外，每年早早挖完自
家的魔芋就到基地打工，光务工
一年下来少说也有一万多元，够
家里零用了。”今年 58 岁的吴守
坤告诉记者，他是当地村民，自
从到基地务工后，感觉心里踏实
多了，有活干还能学到更多种植
技术，他感到很满足。

目 前 ，王 永 成 共 种 植 魔 芋
550 余亩，带动周边群众参与魔
芋种植 150 余人，人年均增收达
6000 元以上。他表示，接下来要
让更多魔芋种植户学到好技术、
买到好种子，给更多的村民提供
务工机会，让乡亲们因为魔芋产
业而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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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永寿县

大 力 发 展 特 色 产

业 ，引 导 群 众 种 植

红薯。红薯因产量

高、品质好、口感好

受到市场青睐，已成

为当地群众增收致

富的又一产业。图

为 11 月 2 日永寿县

监军街道古屯村群

众在收获红薯。

通讯员 李建龙 摄

本报讯 （记 者 韩小珍 通
讯员 杨云冰） 为解决承包地细
碎化的问题，扶风县打造了三种
模式：农户之间的互换模式、承
包地出租模式、承包地股份合作
模式。11 月 5 日，记者了解到，
根据当前三种模式，扶风县农业
农村局农经站选择在天度镇晁
留村田东组进行先行试点，取得
了初步成效。

扶风县天度镇晁留村耕地

523.8 亩，人均 2.7 亩，全组共有大
小 214 块单个小面积承包地块，
每户平均3块至5块，造成了群众
耕种的极大不便。今年 7 月~9 月
秋播前，田东组严格按照《土地
承包法》、《农业农村部关于开
展解决承包地细碎化试点工作
的指导意见》要求，在县农经站
的指导下，小组将田东组“承包
权不变，经营权连片”、“小田并
大田”的调整方案，进行以农户

为单位调整耕种土地位置，保护
农户的土地承包权、经营权试点。

通过村组内部经营权流转、
承包权互换等形式，以农户土地
确权面积为基数不变把原本细
碎的小块耕地变成大片平整耕
地。小组承包地由原来 214 块变
为现在的 56 块，面积分别为 10
亩~20 亩，更加便于耕种，全组消
除承包地等级划分，提高了机械
化、集约化经营水平。

扶风县：“小田”变“大田”省力又增产

本报讯 （吴永刚 通讯员 刘
宁宁 王建波） 11 月1日，在韩城市
芝川镇康尔果业专业合作社的苹果
园里，一个个鲜红圆润的苹果压满
枝头，果园里处处弥漫着香甜气息。

“我这果园有 30 多亩，预计今
年 能 产 13 万 斤 苹 果 。 今 年 行 情
好，最近收购价两块多一斤，能卖
十七八万元。”芝川镇康尔果业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徐开都说。

近年来，韩城市积极发展现代
果业栽培模式，建立现代果业生产
示范基地，实施减化肥、减农药，增
施有机肥行动，推广苹果新优品
种，老园改造、配方施肥、绿色防

控、果园生草覆盖、果园管理机械
化等新技术。同时，加大果品品牌
建设和多元化促销工作力度，有力
带动苹果产业提质增效。

韩城市农业农村局果业技术
推广中心副主任乔永刚介绍，目
前，全市苹果种植面积 5.2 万亩，今
年预计产量可达 5.8 万吨，产值 2
亿元。乔永刚提醒广大果农，注意
采摘和运输过程中的安全问题，确
保安全生产；采果后要及时做好纸
袋和见光膜的收集，尽可能地降低
病虫害基数，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采果后尽量多施有机肥，恢复树
势，为明年丰产打好基础。

韩城市

苹果盈枝促增收

本报讯 （记者 黄敏） 11 月 1
日，延安市林业局传来消息，为有
效遏制天牛虫害扩散蔓延，巩固造
林绿化成果，确保全市森林资源安
全，延安市 2022 年 10 月至今年 10
月，开始对新区 18 个公园、60 条道
路 ，共 331 万 平 方 米 绿 化 养 护 面
积，重点对美国红枫、金叶复叶槭、
柳树、杨树等树种上的光肩星天牛
进行统防统治。截至目前，三次化
学防治已经结束，防治效果明显。

在防治过程中，延安市通过实
地勘查，现场教学，针对园林病虫
害的发生规律 ，结合现场排查及
全年各个季节的气候特点，了解害
虫生长规律，行之有效地进行常规
性防治。主要采 取 的 措 施 有 ：喷

雾 防 治 ，对 羽 化后的成虫进行喷
药杀灭成虫；树干注药，通过树体
自身传导，使药物到达树干内部，
从而有效地杀灭幼虫；针管注射，
在害虫透气孔及羽化孔处直接注
射药物，达到直接杀死害虫的效
果；药物涂抹，使用羊毛脂加兑农
药，杀灭树皮部分虫卵；喷施强力
渗透剂加杀虫剂，使药物直接渗
透至树干内，达到杀虫效果；木槌
锤击幼虫、人工捕捉成虫，通过人
工防治，减少虫口密度。

自防治工作开展以来，延安市
防治苗木 10 万余株。目前，新区
养护范围内的天牛危害已基本控
制在合理范围内，虫口密度较往年
已减少 70%以上。

延安市

天牛防治显成效

本报讯（雒鹏飞 记者 崔福红）
11 月 3 日，在凤县留凤关镇孔家庄
村的烤烟育苗大棚里，村党支部书
记汪显明看着挂满枝头的豆角，细
心地盘算着：“自从今年烤烟苗繁
育后，在闲置的大棚里种的白菜、
豆角、蒜苗等蔬菜，现在已经逐步
成熟并取得收益。看这长势，仅种
植蔬菜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3 万
多元。”

烤烟是孔家庄村的支柱产业，
为了持续壮大烤烟产业，前期在财
政资金的扶持下，投资 30 万元建
成了 4 座烤烟育苗大棚，主要用于
烤烟育苗，每年育苗期为 1 月至 5
月。大棚闲着也是闲着，应该再利

用起来发展点什么产业。今年烤
烟育苗后，汪显明在村民代表大会
上向村民代表提议。

村民王治军已经有 15 年的蔬
菜种植经验，他自告奋勇地说：“咱
们可以在大棚里种植蔬菜，大棚种
植的蔬菜成活率高、收成好。”经过
商议，村民代表大会决定采取“村集
体+种植大户+农户”的模式利用“闲
置”大棚发展蔬菜产业，由村上提供
种子和大棚，王治军提供技术，带动
附近群众就业。

“烤烟棚的循环利用，既增加
了村集体和群众的收入，又带动了
附近村民的就业，是一举两得的好
事。”汪显明说。

凤县孔家庄村

闲置大棚再生“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