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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白水县迎来了早熟苹果
采摘季。8 月 12 日，在白水县城
关街道小雷公村的一片果园里，
一颗颗鲜红透亮、饱满圆润的苹
果挂满枝头。

“咱这种的是鲁丽苹果，免套
袋、好管理，抗病性和适应性比较
强，果实成熟后果面全红、肉质细
脆、酸甜可口，吃起来特别甜。”指

着枝头红彤彤的苹果，小雷公村
果农江勤红满脸带笑。

五年前，江勤红带领当地村民
开始种植鲁丽早熟苹果。优越的
气候条件、科学的种植管理和技
术指导，使得小雷公村 60 多亩鲁
丽苹果“抢鲜”上市。

“春季剪枝、除草，夏季疏果、
浇水，秋季铺膜、采摘，冬季施肥、

冬管，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江
勤红说，今年的鲁丽苹果预计亩
产量在四五千斤，每亩收入能达
1.5 万元以上。

白水县是全国苹果优生区之
一。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造
就了白水苹果着色鲜艳、香味浓
郁、甜脆多汁的特点。每年一到
苹果采收季，白水县都有许多外
地客商前来收购，一些电商主播
也会在果园里开启直播带货。

“咱这个苹果又大又红、口感
脆甜，现摘现发货，新鲜得很。”在
江勤红的果园里，白水县新农妹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电商主播张
明珍忙得不可开交，“最近我们每

天接单量都在 100 单左右，这些苹
果 主 要 销 往 北 京 、福 建 、湖 北 等
地，客户反响很好。”

“今年，咱这园子里的苹果还
没有完全成熟，就已经被客商预
订了。这两天，我们正忙着采摘
发货。”江勤红说，“果子品质好、
产量高，客商的收购价也高，销路
一点儿也不愁。”

专程赶来收购苹果的客商权
亚军告诉记者：“白水苹果在市场
上很受欢迎，尤其是早熟苹果，上
市后销路很好。我们都是提前预
订好的，主要销往湖南、湖北和广
州、深圳等地。”

近年来，白水县充分发挥资源

优势，加大对果农的政策和技术扶
持力度，采取市场引导、示范园带
动、培训到田间等方法和措施，积
极引导群众加快发展现代果业，形
成了早、中、晚熟苹果相互补充的
产业格局。目前全县苹果种植面
积 30 万亩，早熟苹果包括鲁丽、嘎
啦、金世纪、华硕、秦阳等品种。

“这两年，我们坚持走早、中、晚
熟苹果品种差异化发展之路，引导
果农在晚、中熟品种的基础上发展
早熟品种，错峰上市，有效提高了经
济效益。”白水县果业中心主任赵建
信介绍，目前白水苹果产业涉及 7
个乡镇（街道），种植农户1万余户，
户均苹果年收入达5万元以上。

本报讯 （记 者 李冀
安 通 讯 员 贺珍珍 李治
民） 8 月 11 日，在汉阴县汉
阳镇长岭村贝贝南瓜种植
基地，放眼望去，瓜田里绿
意 盎 然 ，藤 蔓 间 挂 满 了 墨
绿、结实的贝贝南瓜，犹如
一盏盏绿色的小灯笼。

在 贝 贝 南 瓜 种 植 大 棚

里，瓜农们正忙碌地穿梭其
间，进行分拣、打包、装车等
工作。“你看这瓜长得多好，
个头均匀，肯定能卖上好价
钱。”看着采收下来的贝贝
南瓜，种植基地负责人赵代
平笑得合不拢嘴。

今年 4 月，长岭村开始
种植 10 余亩贝贝南瓜，果

肉呈现比普通南瓜更好香
甜粉糯，预计亩产量 1.5 万
公斤。采收下来的贝贝南
瓜由公司统一销售给超商，
目前市场价大约每公斤 10
元。良好的市场销路不仅
让村里的闲置土地“活”了
起来，还带动了周边 10 余
户农民增收。

近年来，汉阳镇不断优
化产业结构，盘活“沉睡”资
源 ，结 合 本 地 土 壤 气 候 条
件，因地制宜发展羊肚菌、
贝 贝 南 瓜 、草 莓 等 特 色 产
业，通过标准化生产、科技
化 种 植 、精 细 化 管 理 等 手
段 ，提 高 了 产 品 品 质 和 产
量，增加了群众收入。

贝贝南瓜获丰收

本报讯 （吴永刚 通讯
员 牛楠） 8 月 13 日，笔者了
解到，近年来，韩城市西庄镇
立足辖区资源禀赋和地域优
势，按照“一村一产业、村村
有增益”目标，高标准谋划、
高质量招引、高效率推进，把
推动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作
为促进镇域经济发展的新引
擎 ，走 出 了 一 条 高 质 量 发
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井 溢 村 是 西 庄 镇 最 早
种植山楂的村子，种植面积
达 300 余亩。“我们村家家
户 户 都 有 山 楂 树 ，多 的 10
多亩，少的也有二三亩，亩
产 5000 斤 没 有 问 题 。 如
今，在村里建设的山楂加工
厂实现了标准化、规模化加
工，今年 10 月份将会投产
运营。”井溢村党支部书记
刘小林介绍，小小红山楂化

身成为金钥匙，打开了乡村
振兴的“致富门”。

“以前，种植户都是单
打 独 斗 闯 市 场 ，议 价 能 力
低。今年的山楂不愁卖，不
用我们个人去跑市场，由过
去的自卖变成了由合作社
统一收购、销售，这满树的
山 楂 果 就 全 部 找 到 了‘ 婆
家’。一车车山楂将会运送
到山楂加工厂，马上就能见

到现钱。山楂质量好，价格
也高，老百姓的钱包会越来
越鼓。”井溢村山楂种植户
师建业笑着说。

家家户户靠山楂实现了
增收，村民的致富路越走越
宽。下一步，韩城市西庄镇
将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为契机，延伸特色产业链
条，壮大镇域富民产业，培育
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小山楂“敲”开致富门
本报讯（李世逵 曹丹妮） 8 月 12 日，在定边

县红柳沟镇张兴庄村的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阳
光玫瑰、夏黑，沉甸甸地垂挂在绿荫浓郁的葡萄藤
下，果香四溢。村民田福禄开心地说：“我今年种
了 8 亩葡萄，葡萄香、脆、甜，深受消费者喜爱。”

近年来，张兴庄村通过“合作社+基地+农户+
电商”经营模式，建设 100 余亩精品葡萄园，种植
优质品种、强化技术指导，把葡萄产业建成优势产
业、主导产业，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我们这几年主要是通过农家肥、羊粪改善土
质，还通过架面的改造，原来滴管在地上，现在我
们改造到上面以后，加大空气湿度。今年预计亩
产 3000 斤。”高级农艺师刘炳辉介绍，由于加强技
术管理，张兴庄村种植的葡萄具备品质好、果粒
大、色泽正、口感好等优势，每当葡萄快成熟时，
各地的果商纷纷而至。

定边县鼎态农林科技艺术农民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王瑞说：“我们通过技术的改良，葡萄长势很
好，口感香甜。自合作社创立以来，我们开辟了线
上和线下两个销售渠道，在每年的葡萄成熟时，都
有大量的回头客来下订单。看今年的葡萄长势和
市场行情，能卖个好价钱。”

近年来，张兴庄村在打造“一村一品”的同时，
按照“合作社+基地+农户+电商”模式积极组织村
民入股，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东”，这不仅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也为乡村振兴
注入了新动能。

小葡萄亮出“大名片”

本报讯 （记者 杨磊 通讯员 高
亚蓉 王娟） 8 月 11 日，在黄龙县石堡
镇批发销售基地，1500 余只帝王蟹和
松叶蟹正在暂养池里欢快地游着。

基地技术人员张信伟介绍，这批
蟹约重5吨，刚从俄罗斯白令海峡进口
的。“不采取保活暂养措施的话，帝王
蟹一般出水超过 3 个小时，就会死亡。
我们的暂养基地可以做到暂养一个
月，成活率达99%以上。”张信伟说。

张信伟一边介绍一边带记者来到
监测区，车间内，水温、pH 值、含氧量
等各项数据一目了然。为什么进口
后不直接销售，而是要暂养后再销售
呢？张信伟解开了疑惑。“海鲜海鲜，
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通过暂养，
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售卖，让大
家可以吃到真正新鲜的深海蟹。不
仅如此，价格上也有了不少的提升。”

目前，在工厂化养殖、循环水养
殖、智能调节等技术手段的支撑下，
松叶蟹、长脚蟹也陆续在黄龙渔业休
闲小镇“落户”。“上周我们的蟹已经
进军西安水产市场及餐饮公司了，
我们带过去的 300 只帝王蟹和松叶
蟹当天就全部售空，市场反响非常好。同时我们
还在网上进行销售，也非常不错。”张信伟说。

“下一步，石堡镇将持续深化‘南鱼北养’模
式，逐步开展科学暂养更多深海高端海产品，让更
新鲜的海产品走进大西北群众的餐桌。”石堡镇党
委书记杨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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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早熟苹果甜蜜“亮相”
本报记者 赖雅芬

8 月 10 日，绥德

县郝家桥村务工人

员正在酸枣育苗大

棚里整理拔草。

据了解，今年绥

德县郝家桥村共种

植 15 个酸枣育苗大

棚，通过节水灌溉、

水肥一体化的科学

种植方法，选育良种

苗 圃 ，累 计 育 苗 30

万株，产值60万元。

张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