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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加快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打赢黄河“几字弯”攻坚战

阳春三月，桃花盛开，乡村田
野被点缀得春意盎然，处处都是
生机勃勃的景象。

3 月 13 日，走进渭南市华州区
华州街道先农村，绿油油的麦田
和一座座现代化设施大棚交相辉
映，淡淡的草香、花香扑鼻而来，
令人心旷神怡。在村里的鑫锴大
棚桃种植专业合作社，占地 100 多
亩的 13 座钢架大棚整齐排列。大

棚里，一朵朵桃花绽放枝头，美不
胜收，尽显浓浓春意。

“半个月前，桃花就开了，比
去年更艳更好看。到了 5 月，我们
的油桃、黄桃、红桃也能迎来大丰
收。”眼下正是大棚桃春季管理的
关键期，合作社负责人何兴国一
天到晚就在大棚里转悠，随时关
注着桃树的长势。

何兴国种了 10 多年大棚桃，

是 村 里 有 名 的 种 植 能 手 。 刚 开
始，他只种了华州传统品种黄金
蜜桃。为了种出高效益，何兴国
到处“取经”，向村里的老人、周边
的“土专家”学经验、学技术，还经
常邀请农技人员到棚里现场“上
课”。路没少跑，功夫没少下，大
棚桃效益一年比一年高，尝到甜
头的何兴国越干越有劲。

“我们这祖祖辈辈都有种黄金
蜜桃的传统，村里的老人种植经
验很丰富。但以前的桃基本上都
是用来做罐头的，我现在种的是
大棚鲜食桃，不仅得掌握新技术，
管理上更要精细。”何兴国说，这
些年，他的大棚桃经过几次技术、

品种改良和“更新”，产业规模越
做越大，先后引进了油桃、红桃等
多个新品种，形成精细管理、多样
经营、错峰上市的产业格局。

近年来，为提升黄金蜜桃品质
和品牌含金量，华州区推出一系
列产业标准，不断延长产业链条，
同时推动桃子种植、加工和乡村
旅游等多业态融合发展，进一步
提 升 了 品 牌 知 名 度 和 产 品 附 加
值。目前，华州区仅黄金蜜桃种
植户就有 700 多户，年产黄金蜜桃
5 万余吨。除此之外，油桃、红桃
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带动越来越
多的农户加入其中，成为桃产业
的直接受益者。

种植大棚桃的这些年，何兴国
很清楚品牌的影响力。“我们华州黄
金蜜桃是地理标志产品，有了这块

‘金’字招牌，只要种出好桃子，销路
就不愁。”说起收入，何兴国开心不
已，“这两年，大棚桃亩产量都在
4000 斤左右，年收益 200 多万元。
每到5月中旬，桃子成熟上市，各地
的客商早早就守在地头，半个月就
全部卖完。”

“花期最忙的就是授粉，我从
附近养蜂人那租了十几箱蜜蜂，
加上务工村民帮忙，不到 10 天就
授完粉了，效率高、效果好。”在大
棚里转了一圈，何兴国对今年桃
子丰收更有信心了。

桃花灼灼产业兴
本报记者 黄敏

3 月 27 日，大荔县黄河滩牛毛
湾工程 25 号坝，工作人员正在放流
鱼苗。

在 4 月 1 日《黄 河 保 护 法》实
施 一 周 年 之 际 ，渭 南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联 合 大 荔 县 人 民 法 院 、大 荔
黄 河 河 务 局 、大 荔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开展“养护水生生物资源 保护黄
河生态环境”鱼类增殖放流活动，
累计放流鲤鱼、鲫鱼、鲢鱼等共计
2 万尾，为保障黄河秀美安澜提供
服务和保障。

通讯员 崔正博 摄

增殖放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