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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靖边席麻湾镇：

发展特色产业发展特色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白凌燕 白旭鑫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符金壮

近期，陕西省靖边县席麻湾
镇的樱桃产业焕发出勃勃生
机。樱桃树成为了当地农民的

“摇钱树”，樱桃产业也成了席麻
湾镇的一张亮丽名片。

“今年我们村20多户农户
整合土地近100亩，全部栽种樱
桃，看到群众栽种积极性这么
高，我和第一书记周武军更是干
劲十足。”席麻湾镇东高峁村党
支部书记陈正娥说道。

为积极引导、鼓励农民种植
樱桃，该镇出台了《席麻湾镇樱
桃产业发展奖补办法》。截至
2023年底，该镇共发放樱桃种
植奖补资金7.34万元。同时，引
导群众依法自愿将土地合理流

转到镇（村）集体经济联合社，采
取“集体经济+农户”的管理运营
模式，推进产业市场化发展。具
体由农户负责管护和生产，镇
（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配套建
设项目以及后期的销售。目前，
席麻湾镇大沟村、东高峁村、西
高峁村等村共100多户农户种
植樱桃，樱桃种植面积已超数千
亩，其中挂果面积达到150亩。

席麻湾镇不仅注重樱桃产
业基础设施的配套，还注重人才
的培养与技术的提升。该镇采
取“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方
式，聘请多位樱桃专家为技术顾
问，采用集中授课和分散指导相
结合的方式，向群众讲授大樱桃

种植特别是设施栽培技术。两
年来，先后组织樱桃种植户前往
国家级樱桃试验站（澄城樱桃试
验站示范基地）等地观摩学习4
次，参训人员达到400人次。

近年来，席麻湾镇坚持绿色
发展理念，按照“山顶林、山腰
果、山脚田”的产业思路，以大樱
桃为增收“突破口”，秉持“建基
地、创品牌、能增收”的原则，大
力推进樱桃产业发展，探索出一
条绿色、优质、特色产业发展的
兴农富民之路。

下一步，该镇将持续推动樱
桃产业的标准化建设，积极探索
种植、采摘、观光为一体的特色
产业之路，助力乡村振兴。

扶风乔山美 山下山楂红
——记陕西省扶风县新农人韩静、范向兵夫妇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赵明非 通讯员 曹海涛 李翎

在陕西省扶风县北部的乔
山脚下，有一片种植园独树一
帜。每年4月中旬，成片的白花
香飘十里，到了九月，满树的小
红果艳光四射，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观赏品尝。这里就是集种
植、观光旅游、农产品加工为一
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园——扶风
县鑫乔山楂种植专业合作社。
园区的主人是扶风县高素质中
级职业农民韩静、范向兵夫妇。

2017年，夫妻二人注册成
立了扶风县鑫乔山楂种植专业
合作社，整地修路、土壤改良、
打井建池、铺设管道、育苗试
种、施肥管护……开始种植山
楂树。为了学习种植技术，韩
静多次参加高素质农民培训，

积极获取知识和技能。她常年
聘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果树教
授和沈阳农业大学山楂保种基
地育种专家来园区开展培训，
对山楂苗种植和田间管理等进
行现场技术指导。

2020年，果树在他们的悉
心照顾下终于挂果了。2021
年，她不断添置相关设施和深
加工设备，集资贷款建造了两
座大型库房和一座容量750吨
的大型冷库用来存放山楂。同
时，改造加工车间，购买设备进
行切片加工，制成山楂干进行
存放和销售。目前，在韩静夫
妇的不懈努力下，园区已颇具
规模。山楂种植面积达1500余
亩，盛果期亩产3000公斤左右，

收入可达1.5万元，进行切片加
工烘干后毛收入约2万元。合
作社先后被授予陕西省“省级
示范家庭农场”、宝鸡市“优秀
新型经营主体基地”、扶风县

“扶贫优秀合作社”等荣誉。现
在，她的合作社已经陆续吸纳
本村33户和周边群众二百多人
在园区打工，年增加劳动群众
季节性务工收入20余万元。

在多年的发展中，韩静和范
向兵积极探索“支部+农户+合
作社”的发展路径，持续完善基
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高种植技
术和加工水平，不断开发山楂
系列产品，强化品质管理，提升
客户满意度，园区正向着现代
化山楂示范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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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7月21日欠杜向
斌1万元……”在蔡年诚的床头
抽屉里，放着一个本子，上面密
密麻麻记录着一笔笔欠款。看
了半晌后，他又郑重地划掉了一
笔。这个“新”账本不是普通的
理货账本，而是自己对他人的一
种承诺、一份情谊。

蔡年诚告诉记者，这个账本
上面的每一笔欠款，都承载了救
治老父亲所需的医药费，总共有
50多万元，在这几年的努力下，
已经还得剩下10多万元。

年过40岁的蔡年诚是陕西
省黄龙县白马滩镇神玉村村民，
而提起他，乡亲们无一不竖起大
拇指，夸一句“这是村里有名的
大孝子”。40年前，刚出生8个
月的蔡年诚被抱养到蔡万学家，逐渐长大成
人。但自2012年开始，母亲得了眩晕症、父
亲被查出肺癌，蔡年诚与妻子毅然决定返乡
照顾母亲、为父举债治病。为了尽快还完
债务，2018年，蔡年诚在县城开了一家五
金店。他用3000多个日夜的悉心照料，向
大家证明了“久病床前也有孝子”。2016
年，蔡年诚一家获得黄龙县“最美家庭”荣
誉称号，并荣获2024年 1-2月份月度“延
安模范”。

家风正，则民风淳。在蔡年诚的影响
下，如今当地邻里之间也相处得愈发和睦，
不管谁家遇到困难，大家都会伸出援手。

又是一个普通的早晨，蔡年诚像往常一
样早早开张，理货、记账，开启新的一天。他
笑着说道：“勤快点，早早把欠款还清，账本
也就能早日‘退休’了……”

陕西洛川：

特色种植成为
乡村振兴“新引擎”

本报延安讯（田伟 王文斌 农业科技
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张小雄）6月13
日，在陕西省洛川县石头镇百益村圣女果
大棚内，洛川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
员正在和种植户孙军锋查看圣女果长势，
根据土壤墒情，结合当前气候特点和生长
现状，对种植、管理等方面给予种植户技术
指导。

“我们大棚全年能采8-10茬圣女果，
总产量达到50万斤左右。”孙军锋说。

近年来，洛川县按照因地制宜原则，在
不适合苹果生产的川道地区积极发展特色
产业，优化提升设施农业产能，增加设施农
业效益，不断扩大设施农业和特色产业基
地规模，目前已累计建成设施农业大棚
1800亩。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政策引导、资金
扶持、示范带动，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延伸
和拓展产业发展链条，形成集特色种养、加
工为一体的产业发展模式，拓宽群众的增
收渠道，赋能乡村产业发展，打造具有洛川
特色的乡村振兴模式。”洛川县农业农村局
二级主任科员史小斌表示。

近 日 ，在 陕 西
省榆林市横山区韩
岔镇中药材种植基
地，药农利用晴好
天气管护中药材。

近 年 来 ，韩 岔
镇依托地理资源优
势，在全镇流转非
基本农田和耕地的
荒坡地 10847 亩种
植黄芪、黄芩等中
药材，有效带动农
户增收。

农业科技报·中
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张慧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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