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坚持城

乡统筹，扎实推动“五大振兴”，做足“土

特产”文章，形成了以苹果、翡翠梨等区域

主导产业及种养加工、民宿休闲、庭院经

济等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产业体系。

与此同时，黄陵县积极发展设施农业

和生态农业，着力打造特色鲜明、优势互

补的产业体系，推广高效农业技术，提高

农产品附加值，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示范引领 五新果园“苹”地起

黄陵县苏家险试验示范基地，是一座

洋溢着生机与活力的现代化苹果产业园

区，近年来，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支持

下，积极探索、实践规模化苹果产业发展

之路，为推动黄陵县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注入了新活力。

示范基地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紧紧围

绕苹果产业发展，推广不套袋技术等先进

农业生产技术，提高果品品质，降低生产

成本，助力农民增收。在示范基地的带领

下，越来越多的农民走上了一条苹果产业

发展的“绿色通道”。

李兴年，示范基地的负责人，一位热

爱农业、执着于乡村产业振兴的践行者。

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他分享了示范基地

在苹果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创新举措和取

得的成果，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农业产业

规模化发展的坚定信念。

据了解，示范基地通过推广不套袋技

术，不仅降低了果农的生产成本，还提高

了苹果的品质和口感。这一技术的成功

应用，为黄陵县苹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

的契机。示范基地还通过举办各类技术

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养，为乡村振兴

培养一批有技术、有担当的新型农民。

在谈到示范基地未来的发展时，李兴

年充满信心地说：“我们将以乡村振兴战略

为导向，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配套建

成数字化、智能化的管理系统，让苹果生产

管理更科学，生产出的果实更健康，达到

“四省、两高、两早”的目标；带动果农发展

高效高标准矮化密植苹果园，为果农提供

标准化生产技术、市场信息咨询、科技动

态、技能培训、病虫害监测等服务，打造延

安‘阳光苹果’品牌，推动苹果产业向规模

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同时，我们还将

加强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合作，引进更

多优质的科研项目和人才，为黄陵县乡村

振兴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如今，黄陵县苏家险试验示范基地已

成为当地一张亮丽的名片，吸引了众多游

客和投资者前来参观考察。示范基地将

继续秉持“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理念，

为推动黄陵县乡村振兴和苹果产业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龙头带动 翡翠玉梨润万家

位于黄陵县田庄镇南峁村的荣华富

洋（延安）市场推广及冷库有限公司，近

年来致力于推动当地翡翠梨产业发展，

带动农户增收致富，以产业振兴助力乡

村振兴。该公司通过引进优质翡翠梨品

种，提供技术指导，搭建销售渠道，创新

冷链物流等方式，全面推动翡翠梨产业

链发展，为乡村经济注入新活力。

据了解，荣华富洋（延安）市场推广

及冷库有限公司以“基地+农户+市场”的

模式，与当地农户携手共建翡翠梨产业体

系，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截至目前，黄陵

县翡翠梨种植面积达 1.2 万亩。其中，

5000亩挂果，年产翡翠梨8000吨以上，

产值9600万元，户均增收10.77万元。

为推动翡翠梨产业发展，荣华富洋

（延安）市场推广及冷库有限公司积极引

进优质品种，与国内外专家合作，开展技

术培训，提高农户种植水平。公司副总经

理赵翔表示：“我们引进的翡翠梨品种具

有生长周期短、果实品质好、抗病能力强

等特点，深受市场欢迎。通过培训，农户

掌握了科学的种植技术，产量和品质都得

到了大幅提升。”

为解决农户销售难题，荣华富洋（延

安）市场推广及冷库有限公司依托自身市

场渠道，与多家销售商签订合作协议，实

行订单式种植，确保农户种植的翡翠梨有

销路、有好价钱。同时，公司还创

新冷链物流体系，降低运输成

本，保障翡翠梨新鲜度，提

升产品附加值。

在荣华富洋（延安）

市场推广及冷库有限公

司的引领带动下，黄陵县

翡翠梨产业逐渐形成了

产、供、销一体化的发展格

局。该公司还计划在未来几

年内，继续扩大种植规模，提升产

业效益，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为乡村

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勇于尝试 苍术兴村百姓安

在黄陵县店头镇建庄村，中药材苍术

已经进入采挖季节。

记者了解到，建庄村原来以传统农作

物种植为主，经济效益较低，村民收入水

平不高。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村两委班子

积极寻找发展新路子，多次外出考察，最

终选定了苍术种植这一特色产业。然而，

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农户缺乏种植技术，

市场销售又成了难题。

为此，村两委班子积极“走出去”，引

进优质苍术品种，聘请专家开展技术培

训，确保农户掌握规范的种植技术。同

时，村里与公司签订收购合同，解决了农

户的后顾之忧。在这一机制的推动下，越

来越多的农户参与到苍术种植中来，形成

了规模效应。

韦建国就是这一机制的受益者之

一。他原本在外地打工，收入不稳定。

2016年，了解到当地有农户种植苍术收

益可观后，他毅然回乡投身苍术种植产

业。在村里的帮助下，整合土地，学习技

术，他逐步成长为苍术种植大户，年收入

更是高达百万元，还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数十个，带领大家共同增收。

如今，建庄村的苍术种植已成为当地

的主导产业，产值逐年攀升。韦建国感慨

地说：“这么好的项目，村上镇上这么大的

支持力度，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张海灵作为店头镇建庄村支书，全程

参与并引领决策全村产业发展方向，一点

点、一步步带领村民将苍术种植产业走上

正轨。“我村依托地理优势，大力发展中药

材苍术种植产业，6个大户带动全村99户

脱贫户，为村民提供种植、病虫害防治等

技术，寻找种苗采购、药材销售渠

道对接等服务。现在有苍术育苗

基地110亩，智能温室育苗棚一

座，中药材加工、切片、烘干厂一

处。”他向记者介绍，“后期，我们

还要再增加100亩育苗基地，扩

大种植面积，增加村民收入。”

店头镇副镇长张军锋告诉记

者，自乡村振兴工作开展以来，店

头镇16个村结成8个对子，

实现了“飞地置业、抱团发展、联

合经营”，全镇83个大户带动418 个小户

“一地多金”成效明显，包村领导和县乡村

振兴“特派专员”进村组、访民情、谋发

展。实施乡村振兴项目16个、投入资金

633.6万元，3个村集体经济突破百万元，

10家企业投入帮扶资金530余万元，解决

就业50余人，被评为全省“万企兴万村”

典型镇。

“目前，我们已成功创建陕西省北苍

术育苗科技示范基地，实现了乡村振兴质

效双提。下一步，我们将以打造国家级乡

村振兴示范镇为目标，在筑牢基层堡垒、

壮大产业基础、改善人居环境、优化人才

保障、塑造文明新风上持续用力，全面实

现产业强起来、乡村美起来、群众富起

来。”张军锋说。

园区繁华添异彩，招商引智硕果丰。

数年来，黄陵县依托资源禀赋、发挥产业

优势、突出黄陵特色，逐步形成“一带、双

核、三区、多基地”的产业格局。通过不断

优化产业发展政策，依托秦创原轩辕科技

创新中心平台，加强产学研合作，科技赋

能加速成果转化，并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多措并举，加大技术

研发成果对项目的支持力度，为黄陵县高

质量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黄陵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李超说：

“我县将紧扣‘民族圣地·绿色黄陵’总定

位，聚焦人口集聚、土地集中、资金下乡、

产业进园等举措，深化‘两包两带’机制，

每年优先安排10%以上的县级财政资金、

10%以上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10%以上

的招聘人才投入乡村振兴领域，三年内实

施粮食生产安全保障、乡村产业高质量发

展、乡村建设提标扩面、乡村治理能力提

升4大类50个重点项目，协同推进‘五大

振兴’，积极探索打造革命老区、示范黄土

高原的乡村振兴新样板。”

不忘初心谋长远，共谱辉煌新篇章。

黄陵县不断凝聚各类人才和广大群众的

力量，以政策引导、志愿服务和党建引领

为抓手，全面推动农

业高质高效、乡村宜

居宜业、农民富裕富

足，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为乡村全

面振兴奋楫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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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黄陵：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张小雄 冯玉龙

李兴年在基地查看苹果

▲翡翠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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