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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专刊•

走进鲁屯

围一圈篱笆，竖一块牌
子，扎一个可爱的稻草人，
给自己的菜园子取个好听的
名字……这样的田园生活，
想想就觉得惬意。

“这半个月没过来，菜地
就大变样呀。”1 月 11 日，西
安市长安区太乙街道白家湾
村 的 田 园 农 场 ，在 编 号 为

“C—007”的一块菜地上，市
民乔艳霞欣喜地发现，自己

悉心栽种的菠菜长高了，卷
心菜也长得更加旺盛了。

自从三年前村上开始打
造“ 白 家 湾 1 号 田 园 ”项 目
后，乔艳霞就在这里认养了
一 块 地 。 整 地 、播 种 、管
护……每隔一段时间，乔艳
霞就会带着两个孩子来转一
圈 ，除 除 草 、浇 浇 水 、摘 摘
菜，让孩子们体验一下乡村
生活。

“从春天到现在，青菜、
黄瓜、辣椒、西红柿等一茬
接一茬地种，我家里的新鲜
蔬菜就没断过。”乔艳霞弯
着腰，带着孩子忙碌着。

位于秦岭山脚、环山路
畔的白家湾村，2018 年通过
产权改革明晰了农村集体产
权归属，推行集体经营性资
产改革。“白家湾 1 号田园”
就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发展
的“认养农业”项目。

白家湾村地处秦岭生态
保护区，如何在严守生态保
护红线的前提下，发展壮大
村 集 体 经 济 ，促 进 农 民 增
收？2020 年 3 月，村集体充
分考虑村情实际，经过群众

讨论和考察市场，决定因地
制宜发展“认养农业”。村
集体经济组织流转了 30 亩
土地，将每亩土地划分为 10
块，面向市民出租。

“‘白家湾 1 号田园’推
出 后 受 到 市 民 热 捧 ，30 亩
土地很快认养完毕。”白家
湾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李 玲 说 ，
认 养 农 业 在 增 加 村 民 务 工
收 入 的 同 时 ，也 促 进 了 乡
村 旅 游 ，带 动 了 村 上 的 土
鸡蛋、鲜桃、核桃等农产品
热销。

为方便市民，白家湾村
专门建立“田园农场地主”
微信群。“偶尔来不了也没
关系，在群里发个消息，自

家的菜地就会有人照料。”
作为群成员之一，村里提供
的各种便捷服务，让“农场
主 ”乔 艳 霞 一 家 感 到 很
满意。

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来种
地 ，村 民 的 增 收 渠 道 也 多
了。“这块地租出去了，人家
早上打了电话，让我帮忙收
拾 一 下 。”在 编 号 为“A—
005”的地块，村民杨淑琴只
花了一个多小时，就把整块
地深翻了一遍，“自从有了村
集体的认养农业，我们不仅
有打工收入，自家的土鸡和
土鸡蛋也卖得更快了，家里
每月能多收入近1000 元。”

（下转第七版）

开栏语

春节将至，年味渐
浓 。 即 日 起 ，本 报 开
设“ 新 春 走 基 层 ”栏
目 ，组 织 记 者 深 入 基
层、深入群众、深入一
线 ，用 手 中 的 笔 和 镜
头 ，记 录 三 秦 大 地 新
变 化 ，感 受 传 统 文 化
魅 力 ，聚 焦 群 众 所 需
所盼。为读者讲述各
个 行 业 、各 地 群 众 的
奋 进 故 事 ，展 现 人 民
生 活 新 面 貌 、社 会 发
展新成就。

“我在村里有块儿地”
本报记者 赖雅芬

1 月 11 日，大荔县韦林镇韦留村“南留锣鼓”农民演出队在该县东府广场表演锣鼓，为迎新春营造喜庆欢乐的氛围。通讯员 李世居 摄

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今日开幕
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昨日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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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柳村的

美丽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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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肉飘香

年味渐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