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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明媚，行走在延安市富县
乡村田间，成片的苹果园绿意渐
浓，果农们在园中或修枝剪叶、除
草施肥，或挖树清园、平整土地，
干得热火朝天。

4 月 7 日，在富县羊泉镇立石
村果农成金德家的 10 多亩果园
里 ，随 着 挖 掘 机 、清 运 车 来 回 穿
梭，种了 20 多年的老果树被连根
拔起，并运往镇上的果木加工厂。

“挖果树是力气活，这老果园
光 靠 我 一 个 人 根 本 干 不 动 。 还

好，加工厂出人出车，从挖树、清
运到平整土地全程包揽，省事得
很 ，每 亩 果 树 还 再 给 补 贴 300
元。”尽管果园的活不用成金德上
手，但他还是闲不下来，一天到晚
都守在园子里。

富 县 苹 果 种 植 面 积 近 40 万
亩。这两年，为优化苹果品种、提
升产品品质、升级产业结构，富县
围 绕“ 乔 退 矮 进 ”的 产 业 发 展 思
路，在全县大力推广苹果矮化密
植栽培技术，引导果农种植新优

品种、连片建设高标准苹果园，全
力打造高端新优苹果种群。

今年，富县又聚焦创建 6000
亩矮化密植园，配套出台了《富县
2024 年 苹 果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资
金补助实施方案》。同时，当地创
新 搭 建“ 政 银 企 农 ”四 方 建 园 平
台，由银行提供 3 年低息免担保
贷款，政府为果农提供 3 年贴息，
企业提供技术管理服务，果农按
照技术标准要求抓生产，达到互
利共赢的目的。

在政策支持下，富县各地创新
模式，全力守 好 苹 果 这 个 最 好 、
最 合 适 的 产 业 。 果 农 们 针 对 苹
果树老龄低效等问题，通过高接
换优、挖建新、品种改良等方式，
对老旧果园进行改造提升，使越
来越多的苹果适生优生品种在富

县“安家”。
68 岁的成金德是立石村务果

园的“老把式”。这些年，靠着种苹
果，他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去
年，看到村里有果农改造老果园，
成金德很动心。但一想到自家 10
多亩老园子成百上千棵苹果树得
挖掉，他就打了退堂鼓。直到今年
3 月，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讲解老
园改造建新园的好政策后，成金德
才下定决心挖老树、栽新树。

“这两天把园子清干净后，再
翻耕一遍，就开始栽新树苗。到 4
月底，整个园子都是矮化密植新
品种。”矮化密植苹果园省劳力、
效益高，特别是建新园子的钱有
了 着 落 ，成 金 德 心 里 特 别 踏 实 ，

“ 新 品 种 好 管 理 ，两 三 年 就 能 挂
果，到时候光景肯定会更好。”

去年以来，为加快推动老园更
新建设步伐，全面推进苹果产业
提质增效，羊泉镇因园施策，全力
打造“矮化密植栽培示范长廊”，
确保每个村至少建成一个 50 亩以
上的示范园。

在立石村的 50 亩苹果矮化密
植园，去年栽下的一株株矮砧果树
苗整齐排列，长势正旺。“这几棵树
今年就能结果，到了明年整个园子
就开始大面积挂果了。”站在果园
里，指着绿油油的枝叶，立石村党支
部书记成广军高兴不已。

最 近 几 天 ，正 是 苹 果 园 春 管
的好时候，立石村果农从早到晚
都 在 果 园 里 忙 活 。 看 着 眼 前 一
派繁忙的生产场景，成广军带领
果 农 打 造“ 千 亩 示 范 园”的 信 心
更足了。

老果园更新 产业链升级
本报记者 黄敏

4 月 12 日，宁强县农技中

心组织专业队伍在燕子砭镇

中坝村喷施农药，防治小麦条

锈病。

连日来，宁强县积极组织

村民、专业队伍、无人机喷施

农药，开展小麦条锈病防治工

作，做到应防尽防，为夏粮丰

产丰收奠定良好基础。

通讯员 刘炳林 摄

本报讯 （张帆 陈帅 武瑜） 今年以来，蒲
城县大力发展特色经济，羊肚菌成为新兴产业
的“新宠”。连日来，蒲城县罕井镇、洛滨镇等地
种植的羊肚菌长势喜人。

4月7日一大早，在罕井镇武仪村羊肚菌种植
大棚，一朵朵黑褐色的“小伞”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
出，村民正拿着小刀小心翼翼地进行采摘、装筐。

“基本上从 4 月 1 日开始采摘，现在一天能
采 30 多筐。采摘完成后放到盘里晾晒，然后进
烘干房烘干。”务工人员杨雪荣说。为了长时间
保存羊肚菌，工人们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将羊
肚菌进行烘干，做成羊肚菌干品，提高附加值。

在洛滨镇产业园内，工人们有的晾晒分拣
首茬羊肚菌，有的采摘第二茬成熟的羊肚菌。

“第一茬、第二茬合计采摘 800 斤左右鲜货，烘
干成 90 斤左右干货。按照目前市场行情，每亩
地预计增收 3 万元。”产业园负责人张子祥说。

据了解，蒲城县洛滨镇目前有羊肚菌种植
大棚 60 余座，自 3 月初开始采摘销售，棚均产
干菇 150 斤左右，产值 6000 余元，预计采摘期
将持续到 5 月底。

蒲城县

羊肚菌撑起富民“伞”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恤民
牟元真） 4月15日，笔者获悉，
近年来，洋县纸坊街道立足当
地特色资源，不断优化产业结
构，积极打造有机产业示范带，
多途径推动农业产业发展。

纸坊街道积极构建“党支
部+专业合作社+农户”产业链

条，实现党支部有作为、群众得
实惠、集体有收益。采用招引
方式壮大村产业发展，招引陕
西晋峰金果农业有限公司在孟
浴村流转荒坡1万亩，建成优质
樱桃、猕猴桃、梨等产业基地，
年收入超过200万元。在草坝
村发展有机黄金梨4000亩，收

入 4000 余万元。在周家坎村
等建设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园
200 亩，发展综合种养，提高农
业产值。同时，流浴村千亩果
园基地、王庄村香橼基地等产
业聚集发展壮大，年增收200多
万元，让群众致富路越走越宽。

据了解，纸坊街道目前培

育各类专业合作社30余家，年
收入 600 多万元；引导发展千
亩有机水稻、百万袋香菇、百亩
香橼种植及深加工等绿色产业
并带动农产品销售；结合乡村
旅游建设 50 亩标准化垂钓基
地、农家乐等，助推乡村旅游发
展，促进集体经济增收。

洋县纸坊街道：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4 月 10 日，在平利县广佛
镇塘坊村高标准农田建设工
程施工现场，一群“红马甲”
正忙着平整田坎、修边坡、清
理石块等，各类大型机械来回
穿梭作业，现场一派热火朝天
的建设场景。

近年来，广佛镇积极探索
创新，以政府主导、村集体经
济与民间经济合资的方式，在
全镇 13 个村(社区)利用集体

经济组织资金投入，成立了乡
村建设服务公司。全镇整合
各 类 劳 动 力 ，按 照“ 应 用 尽
用、能用尽用”原则，优先吸
纳困难户参与建设，确保公司
有活干、群众有钱挣。

截至目前，公司相继承接
小型农田水利管护、护田堤修
筑、高标准农田建设、林业生态
保护修复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3个，带动930余人参与施工，

累计发放工资289余万元。
目前，进入春茶采摘高峰

期，香河村“沃源美”创新农
业茶种植基地里，几十名“红
马甲”正干得热火朝天。她们
肩挎竹篓穿梭于茶垄间，手指
熟练地摘下一片片嫩芽，不一
会儿竹篓底部已铺满一层鲜
嫩的绿茶。

“这些‘红马甲’都是乡村
建设公司组织的采茶工人，她
们大多是基地周围的村民，现
在由公司统一培训后上岗，采
茶技术娴熟，效率很高。”基
地负责人介绍，“不光是茶叶
采摘，茶苗栽植、基地管护、

茶叶加工及运输等环节，都有
公司为我们提供‘一站式’托
管服务。”

据悉，广佛镇乡村建设服
务公司与平利县农发农机服
务专业合作社开展合作以来，
目前拥有农机具 200 余台、植
保无人机1台，农机服务队服务
范围覆盖全镇13个村（社区），
对2100亩水稻、3200亩大豆玉
米、2200 亩油菜、1700 亩马铃
薯，实行机械化代耕代种、代
管代收。集约经营实现了“外
出务工地不荒、人不回家粮归
仓”，有效防止了耕地非粮化
和土地撂荒现象发生。

本报讯（记者 赖雅芬 通讯员 徐志全）连日
来，吴起县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户辛勤劳作的
身影，拖拉机来回穿梭，清地保墒、耙磨整压、施
肥播种……

4 月 14 日，在庙沟镇中台村的梯田上，村民
齐宁录驾驶着旋耕机正在田间来回穿梭，紧锣
密鼓地开展春耕作业。“我家有五六十亩梯田，
前几天趁着天气晴好，我已经把自家的地膜铺
好了。”齐宁录说，最近他在合作社开拖拉机犁
地，也能给家里多一份收入。

今年以来，庙沟镇按照“提前谋划、科学布
局、示范推进”的思路，坚持把地膜玉米种植产
业作为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产业来
抓，稳步推进春耕备耕工作。

“我们村民对旧地膜兑换新地膜政策的认
可度非常高。目前，已收回旧地膜 8000 公斤，
兑换出新地膜 4000 多公斤。”中台村党支部书
记齐有峰告诉记者，今年村上计划铺地膜玉米
1000 余亩，现已完成 700 百余亩。

今年，庙沟镇通过实施地膜以旧换新政策，
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同时及时对
村民生产道路进行维修加固，全面提高群众种
粮的积极性。“全镇预计种植玉米 5000 亩，其中
高标准种植 3000 亩，同时种植杂粮 1 万余亩。”
庙沟镇副镇长李克杰表示，下一步，镇上以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着力增强示范点引
领作用，努力提高农业机械化、科学化水平，助
力群众稳步增收。

吴起县庙沟镇

地膜玉米种植“受宠”

集约化经营助力农业“节本增效”
柳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