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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白水县北塬镇南
修村因地制宜，积极调整产业
结构，通过“党支部+合作社+
农户”经营模式，大力发展西
红柿、圣女果等特色产业，让
产业转型步伐不断加快，村集
体经济发展、群众增收步入快
车道。

7 月 23 日，在南修村现代
农业大棚里，长势正旺的藤蔓

上挂着颗颗圆润饱满的西红
柿。技术人员种友仓正带领
着村民们忙着采摘刚刚成熟
的西红柿。

“ 我 是 2018 年 在 这 里 务
工，一直负责大棚的技术，除
了做好本职工作，还可以照顾
家里，一个月收入 2000 元。”
种友仓说。

南修村集体经济大棚在

建 设 初 期 ，吸 纳 村 里 困 难 户
和 村 民 十 余 人 从 事 秧 苗 栽
植、施肥、采摘等工作，在增
加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的 同 时 ，
也为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
就业岗位。

“大棚里的临时工有五六
人，都是村上困难户，一小时
是 12 元，主要是为了增加他
们的经济收入。当西红柿和
圣女果同时卖的时候，我们还
会再雇四五名临时工。”南修
村党支部副书记种建斌说。

“村集体今年种植了 5 棚
西红柿、10 棚圣女果，效益按

亩产下来是 8000 余斤，产值 1
万 元 以 上 ，产 品 主 要 销 往 西
安、上海、湖北等地。”南修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赵文
学说。在村集体经济的带动
下，今年南修村种植西红柿、
圣女果 300 余亩，有效带动村
民增收致富。

“下一步，我们将邀请技
术 人 员 进 行 专 业 指 导 ，通 过

‘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发
展大棚特色产业种植，探索大
棚综合利用的长效发展模式，
辐射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赵
文学说。

7 月 25 日，在韩城市板桥镇板
桥 村 澽 龙 蔬 果 种 植 基 地 的 大 棚
内，映入眼帘的是西红柿、黄瓜、
圣女果等各类长势喜人的蔬果，
空气中弥漫着阵阵香气，村民正
忙着采收果蔬。

“从 6 月份开始采摘到现在，
第一茬西红柿已收获 5 万余斤，豆

角收获 9000 余斤。”板桥村股份
经济合作联社理事长、板桥村党
支部书记张百鹏介绍，近日板桥
村两委组织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开
展蔬菜发放活动，一包包西红柿
被送至板桥村 400 多户群众手中。

“每年这个时节，我们村的合
作社都会给社员免费发蔬菜，希

望合作社发展得越来越好。”板桥
村村民牛春侠高兴地说。

2017 年，板桥村利用地理环
境优势，通过村股份经济合作联
社建设了澽龙蔬果产业基地，现
有标准化日光大棚 8 座，以豆角、
西红柿、黄瓜、茄子等蔬菜为主，年
产值约 15 万元。为保障果蔬产品
质量，基地引进了山东寿光现代化
日光温室大棚管理技术，采用地埋
管节水灌溉，水源来自天然优质矿
物质水，生产基地周边 5 公里半径
无污染企业，生态环境良好，蔬菜
生产实现无公害化要求。

“按照镇党委指导，我们结合

市场需求，今年在前期种植的西
红柿收获完成后，继续种植了 5 棚
豆角、3 棚圣女果，都是按照严格
的 要 求 种 植 ，保 证 都 是 绿 色 食
品。我们有专门的管理员，还有
农业技术推广站技术人员的现场
指导。豆角和圣女果 10 月中旬成
熟，欢迎大家到时来体验采摘。”
张百鹏介绍。

板桥村大棚蔬果种植基地不
仅增加了村集体收入，也为农户
提 供 了 多 个 长 期 稳 定 的 就 业 岗
位 ，务 工 群 众 月 增 收 1500 元 以
上。村民何转莲在蔬菜种植基地
工作了 7 年多，学会了果蔬育苗、

管理等技术。她说：“我年龄大了
许多活干不了，大棚的活离家近，
活也不重，还能增加收入，我感觉
很满足。”

近年来，板桥村始终以增强村
集体经济收入、促进乡村振兴为
目标，充分发挥农村党组织示范
引领带动作用，村干部直接参与
农产品种植和销售全过程，实现
统一管理、统一种植。同时，充分
利用区位优势扩大种植规模，通
过完善基础设施、推广种植技术、
合理安排种植结构等举措提升产
业效益，推动产业发展与群众致
富深度融合。

7 月 29 日，在永寿县监军街道永安村果
园，果农正在采摘早熟苹果。

今年，永寿县早熟苹果喜获丰收。果园里一派
忙碌景象，果农们采摘、搬运、分级、装筐、装车，将早
熟苹果发往省内外市场。 通讯员 李建龙 摄

本报讯（张有 记者 黄河）
7 月 23 日，记者了解到，彬州市
北极镇白保村的烤烟即将进入
收获期，连日来，村民正在进行
喷药、打扫烤烟房等“烤前”准
备工作。

“去年，我将 10 多亩土地流
转给村上的经济联合社，有一
笔土地流转收入。然后我又在
村 上 务 工 ，进 行 烤 烟 种 植 、管
理、采收。对我来说，在家门口
就可以就业，既能照顾家庭，还
能有一笔务工收入。现在，烤
烟 在 村 集 体 的 看 护 下 长 势 很
好，技术、销售都有保障，预计
今年收成不错。”村民孙有仓一
边忙着喷药，一边笑着说。

去年以来，白保村由村经
济联合社牵头进行烤烟规模化
种植，采取“党支部＋经济联合
社＋农户”模式，流转群众土地
种植烤烟 300 余亩。农户流转
土地后可以到烤烟基地务工，
真正实现双重增收。目前，经
济联合社吸纳务工村民 20 余
人，定期支付务工费，帮助农户
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经济联合社和烟草公司签
订了销售合同。这些烘烤好的
烟叶经过等级分拣，然后根据烟
叶等级，由烟草公司进行定点收
购。通过订单式种植，切实解决
烤烟销售难题，预计今年纯收益
20 万元以上。”白保村党支部书
记兼村委会主任孙永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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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磊）连日
来 ，延 安 市 宝 塔 区 姚 店 镇 安
沟 门 村 的 桃 园 里, 沉 甸 甸 的
桃子挂满枝头，桃香四溢。

7 月 21 日，记者走进姚店
镇 安 沟 门 村 宋 建 平 的 桃 园 ，
绿 树 掩 映 间 ，一 个 个 红 彤 彤
的 桃 子 挂 满 枝 头 ，桃 树 下 桃
农们忙碌的身影穿梭其中。

“ 我 种 了 15 亩 桃 ，有 沙

红、美脆、中华寿桃等十几个
品种，一斤 5 元，通过网上销
售、进园采摘，还有早市市场
销 售 ，预 计 销 售 6 万 元 。”宋
建平说。

桃 子 的 上 市 ，不 仅 丰 富
了市民的果 篮 ，也 为 当 地 桃
农 带 来 可 观 的 收 入 。 在 姚
店 镇 安 沟 门 村 的 道 路 两 旁 ，
桃 农 们 设 点 售 卖 ，一 筐 筐 色

泽 鲜 艳 、个 大 饱 满 的 桃 子 整
齐 地 摆 放 着 ，散 发 出 诱 人 的
香气。

发展产业是实现乡村振
兴 的 基 础 ，也 是 农 民 实 现 增
收致富的关键。安沟门村按
照“ 一 村 一 品 ”产 业 发 展 思
路 ，把 发 展 桃 子 和 苹 果 产 业
作 为 村 民 增 收 的 主 导 产 业 ，
通 过 线 上 线 下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不 断 推 动 桃 子 种 植 规 模
化、销售品牌化，让桃子成为
安沟门村的“致富果”。

“ 村 上 有 220 亩 桃 园 ，种
桃的有 110 余户，年人均收入
1.3 万元。下一步，桃园继续
更 新 ，引 进 新 的 品 种 —— 中
华 寿 桃 二 代 ，希 望 从 产 业 上
能让农民收入更多。”安沟门
村党支部书记马海荣说。

宝塔区安沟门村：鲜桃上市

壮大蔬菜产业 赋能乡村发展
吴永刚 通讯员 冯高辉

小小西红柿 增收“致富果”
王婵 礼龙 张麟

7 月 25 日 ，在 汉 中 市 南

郑区梁山镇星光村山泉水特

色养殖基地，工人正在捕捞

鲈鱼。

据了解，南郑区被农业

农村部确定为 2023 年国家级

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

范区以来，加快渔业转方式

调结构，通过革新养殖技术、

规范养殖行为、推广养殖新

模式，进一步提升经济效益。

通讯员 何祥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