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记者走进陕西省延安

市安塞区招安镇枣湾村，设施大

棚内一片繁忙的景象映入眼帘。

村民高振富正在给西红柿打叶，

增强行间的通风透光率，有利于

增强果实光合作用，减轻病害，提

高品质。

“我去年冬天种下的大棚黄

瓜，一直卖到今年八九月份，卖了

8万多元。后面又种了西红柿，

现在也卖了1万多元，预计到春

节，还能卖3万元左右，收益还是

相当可观的。”高振富开心地向记

者介绍他现在的产业发展情况。

枣湾村把设施蔬菜产业作为

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来抓，依托

独特的地理环境、便利的区位优

势、强有力的政策支持，高标准打

造陕西知名的黄土高原设施蔬菜

保供生产基地，形成了产、供、销

一条龙的设施蔬菜产业链，不仅

带动了村民增收，也为乡村振兴

注入了强大动力。

据了解，枣湾村已建成设施蔬

菜大棚65座，年产值超700万元，

为村集体经济带来近70万元的收

益。为了让村民更好地发展设施

蔬菜产业，村里积极争取项目资

金，不断完善基地的基础设施，提

高蔬菜产量和品质。如今，枣湾村

的设施蔬菜远销全国各地，深受市

场欢迎。

和高振富一样，越来越多的枣

湾村村民参与到设施蔬菜产业中

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65岁的

枣湾村村民白士尧老两口也租赁着

一座大棚，仅凭一年的黄瓜种植销

售，就卖出了近10万元，白士尧豪

气地花费数万元添置了一辆电动老

年代步车。

“我们年龄也大了，很满足，

一辈子生活在农村，也不想去儿

女家添麻烦，自己干点农活，身体

也好，精神也好，还能有点收入，

一举多得。”白士尧说，他现在除

了通过村上邀请来的技术专家授

课学习管理技术外，还学会了运

用手机云课堂自主学习，“我想着

今后把这些黄瓜管理技术应用在

自己的大棚里，争取能有更好的

收获。”

近年来，枣湾村大力发展设施

蔬菜产业，多次开展技术培训、政策

解读、市场信息等服务，降低了村民

种植蔬菜的风险。同时，合作社还

与多家企业合作，为村民搭建起

了稳定的销售渠道，保障了蔬菜

的销路。

枣湾村党支部书记高玉红告诉

记者，下一步，村里将进一步加强与

科研院所的合作，引进新品种、新技

术，提升蔬菜品质和产量。同时，村

里还将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完

善水利、道路等配套设施，为产业发

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随着设施蔬菜产业的蓬勃发

展，枣湾村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

宽广。如今，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

村民的收入越来越高。

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枣湾村将

继续深化改革，创新发展，以设施蔬

菜产业为支柱，助力乡村振兴，为实

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招安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高

志锋表示，招安镇在“川道村”发展

设施蔬菜产业，已建成大棚700座、

拱棚800座；“拐沟村”发展畜牧产

业，已建成规模养殖场47处、适度

规模养殖户126户；“山地村”发展

山地苹果产业，已建成3条万亩果园

带，总面积达到4.9万亩。

下一步，招安镇党委将走产业

园区化布局、循环化发展和特色化

种植模式，努力实现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目标。

设施农业显“威力”
“棚”勃发展促振兴

枣湾村大棚种植户高振富采摘西红柿。

枣湾村大棚产业全景（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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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一个产业兴旺、

村民富裕的新村落呈现在山间。这一切的转

变，都源于南沟村以苹果产业和红色研学游

为引领的乡村振兴战略。

南沟村的苹果产业起步于2015年。当

时，村集体经济开始发力，村民们积极参与到

苹果的种植和销售中。经过几年的努力，南

沟村的苹果产业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柏油路修到了家门口，现代化的农业设

施和生态观光、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南沟村成

为了黄土地上的一颗明珠。

2018年，南沟村成功退出贫困村序列。

2021年，村集体收入超过了50万元，村民人

均收入达到1.75万元……这一切都离不开

苹果产业的助力。

68岁的雷永军，是一名退伍军人，也是

南沟村一名踏实勤劳的老果农。40亩山地

苹果在他的精心管理下，2022年卖出了18

万元的好“成绩”。“从今年的成熟情况、市场

价格来看，估计能卖20多万元。”雷永军的脸

上始终挂着朴实的笑容。

自苹果产业发展以来，南沟村群众稳步

走上了致富路，“收入一年比一年高，2022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15950元，今年预计能达到

22000元。”时任南沟村驻村干部张光红说。

除了苹果产业，南沟村的红色乡村游也

开展得如火如荼。作为革命老区，南沟村有

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通过挖掘和利用这

些资源，南沟村开展了一系列红色旅游活动，

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参观和学习。

红色研学游不仅为南沟村带来了经济收

入，也提升了村民们的文化自信和生活品

质。许多游客在参观南沟村的红色景点时，

都会顺道在村里的农家乐品尝当地的美食，

购买当地的特产。这不仅带动了村民增收致

富，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可了南沟村的红

色文化和苹果产业。

南沟村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经济发

展，同时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开展研学活动

吸引游客，提升乡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乡

村和群众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路径。

在新的历史阶段，安塞区紧密围绕乡村

振兴战略，进一步推动农业现代化，提升农

村人居环境，增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

安塞区乡村振兴局副局长高翔表示，过

去几年，安塞区乡村振兴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果。在产业发展方面，安塞区积极发展特色

农业，打造了一批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农产品

品牌，推动了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同时，通过

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

主体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乡村

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安塞区还高度重视农村人才培养和乡风

文明建设。通过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引导优

秀人才回乡创业等形式，提高了农民的科技

素质和创业能力。同时，加强农村文化设施

建设，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弘扬了乡村

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了乡村文明程度的提

升。深入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提高乡村文明程

度。围绕腰鼓、剪纸、民歌、民间绘画和曲艺

“五张名片”，将文化植入旅游，用旅游承载文

化，推出“文化输出、旅游输入”新举措，让游

客走进来、产业做起来、市场火起来、群众富

起来。

站在新的起点上，安塞区乡村振兴工作

将进一步明确目标、突出重点、创新举措，将

充分发挥安塞的红色文化、黄土风情文化、民

俗文化和生态建设、旅游资源、交通区位等综

合优势，着力建设一批生产生活生态结合、一

二三产融合，具有陕北标志性特征的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推动乡村振兴迈向更高水平。

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

以“产业之笔” 擘画乡村全面振兴新图景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张小雄 冯玉龙

近年来，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坚持以产
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大力发展以设施蔬菜、
山地苹果、湖羊养殖等为主的特色产业，加强
农业技术和企业培育力度，统筹发展农产品

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不断延伸
农产品产业链条，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同时，安塞区围绕“一村一产业”总体规
划思路，按照“总体规划、分步实施、抓点示

范、串珠成线、整体成片”步骤，推进高桥镇南
沟村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统筹谋划西营、
冯家营、南沟景区等村特色文化产业、基础设
施建设、乡村旅游等项目，为乡村振兴赋能。

“果”“旅”融合双繁荣
引领走向致富路

南沟村果农雷永军喜获丰收。

南沟村全景图（航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