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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在乡村
振兴的道路上，盐湖区上郭乡把樱桃
设施大棚项目作为切入点，立足重点
特色产业，探索新型产业发展模式，让
甜美的小樱桃不仅成为带“红”产业振
兴的强劲推手，还成为村民致富的“法
宝”。

近日，走进盐湖区上郭乡邵村设
施樱桃创业示范园，只见一株株樱桃
树上，一串串或鲜红或浅红的樱桃密
密匝匝地缀满枝头，清香扑鼻。

该示范园是由村里废旧的蔬菜大
棚改造而来的，主要种植布鲁克斯大
樱桃，是全国最大的温室布鲁克斯樱
桃基地。该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
任陈天龙介绍，在 2021 年，乡政府组
织有经验的种棚户到绛县、垣曲，甚至
到山东考察。考察结束后，决定种植
布鲁克斯大樱桃。

之所以会选择种植布鲁克斯这个
品种，也是考虑到该村的自然环境。
陈天龙说：“樱桃含糖量大，成熟期遇
雨容易裂果，村里四月份基本上没有
雨，不容易裂果，价格会较高。现在大
棚里种植的其他品种一公斤 60 元左
右，我们这个樱桃能卖到一公斤 200
元左右，可以和车厘子价格相媲美。”

为全面加快标准化果园建设，让
村民获得更高的收益，邵村的樱桃大
棚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技术、统一销售

“三统一”管理。每年聘请专业技术人
员提供技术指导，保障樱桃品质，并对
原来的蔬菜大棚进行改造，建造了一
批布局合理、功能互补的大棚，让人力
物力投入更少，产出效益更高。陈天
龙说：“你从上面看我们这个大棚，它
有后风口和前风口，这样便于空气流
通。因为空气如果不流通，里面湿度
较大，也容易产生裂果。”

樱桃大棚连树带棚一亩差不多要
投资十几万元，对于老百姓来说金额
较大。于是，乡政府决定由村里把樱
桃大棚建起来，老百姓承包。

村民卫武杰承包了5个大棚，因为
村里提供了全程的技术指导服务，再
加上樱桃树管护并不繁琐，平日里基
本不需要额外雇工，他和家人完全可

以忙活过来。“包棚前，联合社对我们
进行了技术培训，合格后才可以包
棚。我们的技术指导还随叫随到，有
什么问题一打电话，马上就解决了，特
别好”。

陈天龙介绍，樱桃大棚可以助力
农户的收益增加 30%以上，村里在收
入分配方面，80%用于设施大棚改扩
建工程，20%用于三类户防返贫，包括
防返贫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
治理、民生实事等。“不少村民都看到
了种植大棚樱桃的光明前景，如今二
期樱桃大棚还没有完全建好，就已经
收到了不少村民的预订申请”。

2022 年，上郭乡注册了上郭乡果
蔬统一品牌“上郭·尚菓”，全乡优质果
品统一采用这个商标进行销售，为今
后提升邵村樱桃乃至上郭果蔬的产品
竞争力和知名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产业旺了，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群众
发展产业的劲头儿更足了。

“今年，我们计划在乡党委、政府
的领导下，把樱桃绿色认证完成，加大
对农户的技术支持力度，使包棚户更
有信心、更有动力种植樱桃，不断提高
农户的收益，带领农户发家致富。”陈
天龙说，未来，他们将继续在专业技术
和拓宽销售上发力，把樱桃产业做大
做强，努力实现村集体和群众双丰收。

记者 王露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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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过后，万物并秀。走
进芮城县运强香椿专业合作
社，大田之上的香椿树迎风而
立，枝头那一簇簇嫩紫色的香
椿苗散发着特有的香味……

“从3月26日起，我们就开
始采摘头茬大田香椿了。今年
的市场行情还不错，能卖上好
价钱。”该合作社负责人杨云强
说，“而且，一直能采摘到 6 月
份。”

运强香椿专业合作社位于
芮城县大王镇金盆村，成立于
2012年。该合作社采用“公司+
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效益连
年增长。目前，该合作社拥有社
员100余户，以香椿树育苗及苗
木销售、香椿销售为主，还拥有
冷冻库、保鲜库和精品包装车间
等。该合作社社员种植香椿
1500 亩，还带动周边农户种植
香椿5000余亩。

在该合作社的示范带动
下，金盆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兴
旺之路，香椿产业形成地域品
牌，逐渐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

“摇钱树”。
“家有两亩香椿田，开春就

有回头钱。”在大王镇流传着这
样一句民谚。对此，观后村村
民崔怀民深有感触。

年近七十的崔怀民种有 3
亩大田香椿，由于用心用情、管
理科学，每年仅这3亩大田香椿
就能收入一万五六千元，并且
还是现摘现卖收现钱。

香 椿 不 仅“ 香 ”了 个 人 、
“香”了金盆，更“香”了大王全
镇。在该镇党委、政府的指导
下，全镇 12 个村庄在金盆村建
有 17 座大棚，每个大棚年均销
售收入都在 10 万元以上，进一
步壮大了各村的集体经济。

香椿种植规模不断扩大，
后勤保障也必须得跟上。为
此，芮城县委、县政府牵头成立
了芮城县香椿产业协会。该协
会的主要职责是打击恶意扰乱
市场行情的购销行为，进一步
规范市场秩序。同时，还在种
植、管理、销售等方面帮扶引导

农户。大王镇农科站的工作人
员也会经常深入田间地头，从
栽植、施肥、浇水、病虫害防治
等方面给农户提供精准指导。

为了更好地保证香椿品
质，运强香椿专业合作社严格
按照特优、优质、普通、毛货、加
工货等标准收购香椿，这也倒
逼农户必须加强管理、科学种
植，以实现更好的经营效益。

如今，“芮城香椿”已通过
农业农村部地理标志产品认
证，运强香椿专业合作社也致
力于香椿产业链的延伸，通过
简单的初加工，包括分拣、清
洗、切段、拌盐、真空包装、入冷
库等，使香椿储存时间更长，价
格也更高。

蓬勃发展的香椿产业，正
是大王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不断完善全镇农村经营管理体
系建设的生动缩影。在以新型
集体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要
求下，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
断深入的新形势下，乡镇农经
工作已成为农村基层的核心工
作之一，加强农村经营管理体
系建设尤为关键。近年来，大
王镇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
芮城县委、县政府的部署要求，
将该项工作作为一项重点工作
来抓，促进农经工作持续健康
发展，为村集体经济壮大提质、
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春风催人，椿香醉人。今
年，芮城县委、县政府提出了
将香椿种植面积扩大至 1 万亩
的设想。在芮城县委常委、大
王镇党委书记王柱兵看来，下
一 步 ， 该 镇 还 要 继 续 发 展

“特”“优”产业，特别是扩大
香椿的种植规模，更新品种，
加大科技投入力度，辐射带动
辖区乡村向着万亩香椿的目标
奋进，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在大
王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全
方位推动芮城高质量发展的大
势中展现“大王作为”、贡献

“大王力量”。

记者 景斌 文/图

为了万亩香椿梦

▲喜获丰收

▲农户采摘

▲果香四溢 ▲品牌包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