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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粮收获后，大家又要忙起来，收拾好车
辆，准备下一阶段的工作……”金秋九月，又到
一年丰收季。这几天，看着农户们都在采摘、晾
晒、归仓玉米等作物，商州区兴农聚鑫农机农民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郭永锋便早早筹划下一步旋
耕工作，带动村民和村集体经济实现双增收。

近日，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认定第
八批高级职业农民的通报》，郭永锋位列其中，
这让他干劲更加充足。

“有了这个合作社，我们除了农忙时弄完自
己村子里的农事，还能去各个村子开展技术服
务赚钱，很不错。”加入合作社后，已尝到务工甜
头的村民齐红利高兴地说。

位于麻街镇自愿村的商州区兴农聚鑫农机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郭永锋牵头成立的综合性农
事服务专业队伍。按照“村集体经济+专业合
作社＋农户”的模式，这个商州首家由村级集体
经济组织组建的农机服务队，除运行开支外，运
营收益全部归村集体，用于继续发展壮大农机
服务队和村集体公益事业，有效解决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薄弱、积累不足问题，也为提升麻街镇
农业机械化服务水平和助力现代农业发展起到
了积极作用。目前，该合作社已和麻街镇 9 个
村以及镇外 6 个村、30 多户生产大户签订了服
务订单。

“一年四季，农事各有不同。我们服务队围
绕‘一支队伍、服务全镇、辐射周边’的‘1+9+
X’发展理念，开展订单式农业，实现产业提升、
农户实惠、集体增收的‘多赢’目标。”郭永锋一
边维护机器一边说。

这只是郭永峰拓展村子发展思路的一个缩
影 。 今 年 42 岁 的 郭 永 锋 是 一 名 退 役 军 人 。
2021 年，正值村“两委”换届，加之商州区广泛
深入开展“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善思
考、有冲劲、敢作为的郭永锋被大家推举为村干
部，担任起自愿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刚一上任，郭永锋每天都早早起床，访群众、察民情、找思路，很多
时候一天要工作 10 多个小时。他还不断学习各类知识，并在自己“充
电”的同时，带领村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开拓创新。

“村子要振兴，就得想办法把人才引进来，进一步培养和发展致富
带头人。”郭永锋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干的。在麻街镇党委、政府和相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他找到老同学周军锋联合齐塬等村，创建了麻街
镇卧佛山养殖合作社，养殖中华蜂 3000 箱；他带头创建了商州区第一
家村集体经济参与的农机合作社——商州区兴农聚鑫农机农民专业合
作社；通过招商引资，采用“公司+村集体经济+农户”的模式，让凉水泉
沟康养项目落地自愿村。

在郭永锋的带领下，自愿村干群团结，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村居环
境不断改善。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村党支部书记、新型高级职业农民，我要以此
次认定为契机，不断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团结和带领全
村干部群众，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全
身心投入乡村振兴战略中，为家乡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让组织放
心，让群众满意。”郭永锋铿锵有力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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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3 日，记者走进商州区沙河子镇
中坪村绿丰葡萄家庭农场，只见一行行葡
萄架上，沉甸甸的葡萄压弯了枝头。从商
州城区和周边村赶来的群众在体验采摘乐
趣，阵阵欢声笑语弥漫在葡萄园里。

在葡萄园一角，绿丰葡萄家庭农场创办
人贾延华正拿着一串妮娜公主葡萄给游客介
绍。他说，这个品牌果品外观看起来像珍珠
玛瑙一般，晶莹剔透，有草莓和牛奶的味道。
然后，他又拿着一串翡翠色的葡萄说，这个品
种就是阳光玫瑰，果形颗粒饱满，味道甜而不
腻，非常清爽，欢迎大家采摘品尝。

80 后的贾延华是中坪村人，高个子、

长方脸，一双眼睛明亮中透着柔善。说到
创业经历，贾延华言语朴实，亲切随和。
2000 年 7 月，贾延华初中毕业后到一职业
培训学校参加厨师培训，3 个月后拿到了
厨师证，就到一家酒店打工，一个月工资仅
300 元。干了一年后，在朋友的介绍下，他
转 行 到 邮 局 当 投 寄 员 ，一 个 月 工 资 800
元。2008 年 11 月，贾延华成了家，后来有
了儿女。为了生活，他又到一家酒店打工，
月收入 3000多元，勉强维持生活。

2016 年，为了回家照看父亲，贾延华
通过考察，决定在家里发展葡萄产业。贾
延华先后到江苏、渭南等地考察学习，研究

选择适合本地种植的葡萄品种。2016 年
冬季，贾延华栽植了 3 亩多地的户太 8 号
葡萄；2017 年秋，他栽植 3 亩地的阳光玫
瑰；2018 年，他栽植了 1 亩多地的蓝宝石
葡萄；2019 年，他又栽植了富士之辉葡萄、
妮娜公主葡萄。经过试验性栽植，各个品
种葡萄长势良好，挂果率较高。经过逐年
发展，贾延华的葡萄家庭农场种植各类葡
萄 21 亩，有户太 8 号、阳光玫瑰、蓝宝石、
富士之辉、妮娜公主 5个品种。

贾延华说，没有发展葡萄前，他还以为
种葡萄是个简单活，但搞起来并不简单，种
植葡萄也是个苦差事。他说，每年一个月
的采摘期结束，要用农家肥、羊粪等有机肥
给葡萄园上足底肥，为来年葡萄发芽补充
营养。上底肥需忙半个月，之后要为葡萄
园撒石灰，并用石灰水涂抹葡萄主干，一忙
又是半个多月。在葡萄落叶后一个月，要
及时对葡萄进行剪枝、修枝，将整理的枝条
趁湿用粉碎机打成颗粒撒到地里，用旋耕
机还田，提高葡萄生长所需要的营养。进
入冬季要进行冬灌，让葡萄进入休眠期，为
来年萌芽做准备。到了来年春季葡萄萌芽
期，要对萌芽进行优选，选一个健壮的葡萄
芽，保证萌芽齐整。等到萌芽长到 6 片叶
子时，要对萌芽打顶，促使营养回流，促进
花序发育。随后进行修花修穗，剪掉上部
花，达到控产，确保葡萄坐果率高、质量好。

“掐芽是讲技术、工作量大的活儿，每
天要雇请有经验和识别能力的务工人员来
园里干活。现在都是经过我培训的熟练

工，以村里妇女为主，每天需要 10 到 15 人
掐芽、打顶，每天给每人开务工费七八十
元，单是务工费就需要发近万元。每年用
工累计 2100 多人次，人均增收 2000 元。
现在，葡萄园里每亩可产优质葡萄 1250公
斤、收入 5000 元左右，年产葡萄 2 万多公
斤、收入 13万元。”贾延华笑着说。

在葡萄销售环节，由于贾延华的家庭
农场距离市区较近，就走游客采摘体验销
售的路子。他制作家庭农场广告牌安装在
村口等位置吸引游客，并为游客提供茶水、
剪刀等，让游客体验到采摘的乐趣。每年
8 月至 9 月，是葡萄采摘收获期，每天下午
和双休日，来葡萄园里采摘的游客络绎不
绝，葡萄常常被游客采摘一空。

贾延华的葡萄家庭农场得到各级各部
门的支持，镇上干部多次前来帮助协调解
决具体困难，区农业农村局给予多方扶持，
让他进一步坚定了创业的信心。

“一个人富了不算富，今后我要继续扩
大家庭农场规模，抓好葡萄园精细化管理，
生产绿色安全优质葡萄，为更多的群众提
供就业增收机会，让更多人受益，为乡村振
兴作出积极贡献。”贾延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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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贾书章

金 秋 时 节 ，松 子 飘 香 。 连 日
来，位于柞水县红岩寺镇盘龙寺村
的万亩华山松松子进入收获期，村
民三五结伴上山采摘，每天人均纯
收入三四百元，青壮年劳力每天可
收入 600 多元，松子产业成为山里
村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村民刘新文和妻子每天清早
上山，在自己的自留山、承包山上
采摘松子，已采收松塔 5.5 吨，收
入 1.76 万元。在盘龙寺村、闫坪
村，像刘新文这样采摘松塔收入上
万元的有 10 多户。20 多天时间，
村民周六斤和妻子，采收松塔 4.8
吨，收入 1.53 万元；村民张百锁采
收松塔 4.5 吨，收入 1.44 万元……

松子产业大户王青书高兴地
说：“以前松子没有成熟，大家就采
收，使松子质量下降，产量降低，还
没有人收。今年，松子采收时间比
往年迟，松子熟透了，没有滥采、盗
采、采青等破坏松林资源现象，也
能卖上好价钱，这都要感谢村委会
对松子采摘管理到位。”

盘龙寺村地处秦岭深山，气候
湿润、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适宜
松子生长。近年来，盘龙寺村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按
照“靠山吃山、依山致富”的原则，
充分利用境内丰富的原生态华山
松、油松资源，着力打造“一村一
品 ”主 导 产 业 和 乡 村 振 兴 支 柱 产
业，依托全村松林资源丰富、松塔
产量高、颗粒饱满、市场前景好的
实际，强化管理措施，细化监管责

任，要求护林员、监管员每月延长巡山时间，严禁带火
入山、乱砍滥伐、破坏松木，成立松子产业协会，扎实做
好生态林管理，巩固林权制度改革成果，保护林权所有
人的合法经营权和收益权。

盘龙寺村利用大喇叭、微信、传单、标语等形式，
把有序采摘和生态林保护政策宣传到户到人，让村民
全面了解生态林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提高群众保护松
林 资 源 的 自 觉 性 ，实 现 村 民 受 益 的 持 久 性 ，科 学 、合
理、有计划地采摘松塔，确保松林所有人持续稳定增
收致富。

从 事 华 山 松 松 子 收 购 、加 工 、运 输 、销 售 的 大 户
南 忠 华 说 ：“ 今 年 松 子 质 量 优 ，市 场 行 情 好 ，我 在 村
上 设 了 收 购 点 ，大 伙 采 摘 的 松 塔 不 出 门 就 能 卖 上 好
价钱。目前，已收购松塔 300 多吨，每吨 3200 元，群
众收入 100 多万元，算上加工松子务工收入 6 万元，
仅 此 一 项 就 为 当 地 群 众 增 加 收 入 106 万 元 ，预 计 收

入 在 3000 元 以 上 的 农 户
有 100 多户。”

“下一步，村上将继续加
强华山松松 子产业科学管
理，引导群众对华山松进行疏
林、培土、施肥、涂白，加强松
材线虫病虫害防治，做大做强
松子产业，让小松子真正成为
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盘
龙寺村党支部书记王春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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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红的辣椒火红的辣椒

丰收的喜悦丰收的喜悦

村民在基地采收第一茬辣椒村民在基地采收第一茬辣椒

贾延华在查看户太贾延华在查看户太88号果品情况号果品情况

管理规范的葡萄园如诗如画管理规范的葡萄园如诗如画

游客采摘葡萄游客采摘葡萄

金秋时节，商南县青山镇的 280 多
亩辣椒迎来了今年头茬采摘季。采摘、
装袋、搬运、过秤、装车、烘干，一派繁忙
的丰收景象。

9月 10日，在新庙村的 200多亩“艳
椒”基地里，只见一排排红绿交错的辣椒
缀满枝头，长势喜人，40 多名头戴草帽
的村民提着小桶或篮筐穿梭在辣椒地
里，双手不停地游走在枝头，将一个个红
彤彤的辣椒采收入篮。

“我们种的辣椒品种是‘艳椒高原
红 7 号’，这个品种的辣椒相比一般辣
椒产量要高，而且抗病性强，加工出来
的品质也较高，售价比普通辣椒高出约
30%。合作社今年种植了 200 亩艳椒，
一亩地能采收鲜辣椒 3000 斤。3 斤半
鲜辣椒能烘出 1 斤干辣椒，干辣椒市场
价在 12 元至 14 元，整体收入将有 200

多 万 元 。”商 南 县 邱
丽 荣 农 作 物 种 植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管 理
人员邱建喜说。

据介绍，商南县
邱丽荣农作物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今年还
试种了 20 多亩“草莓
辣椒”，价格比“艳椒”
要高，干货一公斤能
卖到 36元至 40元。

“我 60 岁了，身
体还算结实，家里的
地 租 给 了 合 作 社 种
辣椒，我没事了就来
合作社打工。从栽种辣椒苗，给地里
锄 草 、浇 水 、施 肥 ，到 现 在 的 采 摘 、烘
干 ，这 些 活 我 都 能 干 ，10 块 钱 一 个 小

时，一天能挣 100 多块钱呢。”新庙村
八组村民王爱花笑呵呵地说，“既有工
资领，又有地租拿，咱家的日子是越来

越红火。”
在辣椒烘干厂，红彤彤的辣椒

堆成小山，工人正将辣椒装入筐中，
搬进烘干房烘干。

靠近烘干房，一股浓烈的辣味
和独特的香气扑鼻而来。在这里烘
干后的辣椒，主要销往贵州、重庆、
四川等地，多用于辣椒酱、火锅底料
等的加工制作，销售渠道广阔。

在青山镇马蹄店村，村民也开
始采摘“艳椒”。50 多亩“艳椒”基
地里，火红的辣椒挂满枝头，30 多
名村民穿梭在辣椒地里采摘辣椒。

48 岁的村民张桂花说：“我是
马蹄店村一组的，辣椒开采第一天
就来做工了。咱手脚还算麻利，从
早上 6 点到下午 7 点，一天摘 200
斤左右辣椒，能挣 120 元左右。在
这儿打工离家近，既能在家门口挣
钱，又方便我照顾家里的老人，很高

兴、很知足！”
“辣椒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

育苗、移栽、管护、采收环节都需要大量
劳动力，产业的发展给周边村民提供了
就业机会，让群众实现照顾家庭和务工
增收‘两不误’。”马蹄店村党支部书记
黄志有说。

据了解，青山镇今年预计可采收辣
椒 42 万公斤，总产值达 300 万元，带动
全镇 100多名村民务工增收。辣椒产业
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也
让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小辣椒，大产业。近年来，商南县依托
优质生态环境，结合县域实际，积极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按照“党支部＋合作社＋农
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并通过一系列政策扶
持、示范带动、科技助推等方式，以点带面
在全县全力推进特色产业发展，为乡村振
兴注入了新动力。下一步，商南县将继续
抢抓机遇，把培育壮大辣椒产业作为增加
群众收入的法宝，持续推动辣椒产业特色
化、规模化发展，提升辣椒品质，促进农民
增收，让小辣椒映红群众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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