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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引领

产量品质齐升

2

月

11

日，在富平县鲲鹏

家庭农场柿子园， 负责人陈永

义正在给柿子树修剪枝条。“把

多余的枝条清除了， 让营养储

存下来，对花芽分化有好处。 ”

陈永义说。

陈永义经营的柿子园面积

26

亩，亩均产量

3000

公斤。 去

年

12

月，柿子园被陕西省果业

中心认定为陕西省果业高质高

效示范园。

在柿子园， 记者看到路旁

立着的一块牌子上， 清楚地记

录着柿子树每个月的管理技术

要点。“县果业发展中心技术员

经常来这里， 指导我们开展病

虫害防治、规范化修剪、保花保

果等工作。 ”陈永义说。

2024

年以来，富平县果业

发展中心组建乡村振兴柿子产

业专家团，深入田间地头，开展

技术培训

80

余场， 培训柿农

7000

余人次。 富平县柿子产业

研究院结合尖柿生长周期，进

行促花保果、病虫害防治、防日

灼等试验

20

余次，在炭疽病防

控、 柿园全营养施肥等关键技

术上实现了突破。

目前， 富平县柿子栽种面积

36

万亩 ，

2024

年鲜柿产量达

5

亿公斤。

科技助力

产业“脱胎换骨”

富平柿子果实硕大、 果形饱

满、果香浓郁，以其为原料加工的

富平柿饼个大、 霜白、 底亮、味

甜，深受消费者青睐。

传统的柿饼制作需经过

10

多道工序，历时

50

多天。 随着科

技进步， 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现

代工艺实现了柿饼标准化、 规模

化生产。

富平永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设有独立理化实验室及微生

物实验室， 配置了先进的检测设

备。 生产车间内， 全自动清洁系

统、削皮机、现代化烘房、温度湿

度可控的仓储间等一应俱全。

“我们研发了智能化鲜果分

级、数控削皮、智能数控烘烤、智

能揉捏、无菌包装、低温仓储

6

大

核心加工技术，实现柿饼智能化、

自动化生产。”公司综合支持部经

理姚蒲芳介绍。

现代化的制作工艺会影响柿

饼的口感和品质吗？

科技赋能，让柿子产业“脱胎

换骨”，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

质量， 富平柿饼在市场上更具竞

争力。

链条延伸

群众“链”上致富

2

月

10

日，记者走进富平县

天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看到产

品展柜里摆放着各种柿子醋饮

品。“柿子醋饮品以富平柿子为主

要原料，经固态自然发酵而成，清

凉爽口、酸甜宜人。 ”公司总经理

魏林介绍。

魏林原是一名厨师， 发现柿

子醋口味独特、营养丰富后，决定

研发柿子醋产品。

2013

年， 他联

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大学、

陕西省养生协会的专家团队 ，研

发出

40

多个配方产品，推出了葛

根风味、枸杞风味、梨汁风味及无

蔗糖的柿子醋饮品。

2024

年，该

公司柿子醋饮品的销售范围扩大

至河北 、 福建等地 ， 销售额达

2000

万元。

如今， 软糯香甜的富平柿饼

火热出圈，柿子酒销量火爆，柿子

茶清香四溢， 柿子醋饮品成为饮

料消费市场“新宠”，柿子果脯、柿

夹坚果系列、 柿子干等柿子加工

产品不断推出， 富平柿子已成为

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全县现有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的柿饼企业

83

家、柿子产

业专家试验园

５

个，柿子全产业

链带动农户

3

万户 ， 覆盖

13

万

人。 富平县将立足柿子产业高质

量发展， 进一步延链补链强链，持

续提升柿子产业的知名度和市场

影响力，打造特色鲜明、具有市场

竞争力的品牌形象，积极开拓国内

外市场，让‘富平柿饼 甜蜜中国’

口号响彻大江南北。 ”许佳佳说。

（耿杨洋 刘丹）

“过年吃野菜，大鱼大肉反

而剩下了！ ”今年春节期间，山东

省郓城县张营街道办事处辖区

居民孙先生分享了他家的年夜

饭新变化。 大年初一早上，他家

端上桌的是马苋菜馅饺子，晚上

还炒了几盘野菜，结果被一扫而

空，反倒是鱼、肉剩了不少。

这种“野菜上桌”的现象，如

今已成为张营街道许多家庭的

春节新常态。 过去，谁家过年吃

野菜会被笑话，而现在，野菜却

成了餐桌上的“抢手货”。晒干的

马苋菜、灰灰菜等野菜，尤其是

用它们做成的饺子，成了春节期

间的美味佳肴。 村民们笑着说：

“平时大鱼大肉吃多了， 过年就

想换换口味，吃点清淡的！ ”

除了饮食上的变化， 拜年

方式也悄然改变 。 正月初一一

大早 ， 小民屯村的宋广松夫妇

就在蔬菜大棚里忙碌 。 村里的

晚辈们来拜年时， 他们一边采

摘鲜嫩的黄瓜 ， 一边喜滋滋地

回应：“借你们的吉言 ， 今年黄

瓜开市就卖到两元多一斤，真

是开门红！ ”

据了解 ，春节期间，小民屯

村的田间地头格外热闹。 部分村

民不再像往年那样“赶集串门”，

而是选择在大棚 、鸡棚 、鸭棚里

相互拜年。 这种“大棚里面把年

拜”的方式，既不影响生产，又能

交流种植技术和市场信息，可谓

一举两得。

更令人耳目一新的是， 传统

的“压岁钱”习俗也在悄然变化。

刘官屯小学校长李玉相今年没有

给孩子现金， 而是精心挑选了几

本书作为新年礼物。 黄垓村的黄

先生也表示：“给孩子压岁钱不如

送‘压岁书’，既能增长知识，又能

避免孩子乱花钱。 ”这种送“压岁

书” 的做法也得到了更多村民的

认同。

从野菜上桌到大棚拜年，再

到压岁书传情， 春节期间的这些

“新潮流”， 不仅展现了郓城农民

生活方式的转变， 更折射出乡村

发展带来的深刻变化。

（张友申 李玉相 崔如坤）

大棚里拜年，“压岁书”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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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酉阳：

“唤醒”山的价值

“酿”出百万元甜蜜产业

2

月

12

日，重庆市酉阳县花田乡中心村，满山

的翠林间，遍布着蜂箱。

�

去年，中心村共养殖了

3000

群中蜂，而在花田

乡，养蜂规模共有

1

万群左右，近

300

户蜂农年收入

将近

170

万元。

�

“过去这些蜂蜜的销路不太顺畅。 ”花田乡相关

负责人冉承平介绍 ，从

2023

年起 ，花田乡逐渐“唤

醒”山的价值，土货成了炙手可热的“土特产”。

�

花田乡平均海拔在

800

米以上， 全乡幅员面积

84.2

万平方公里， 森林覆盖率高达

72%

， 周边金银

花、桂花、樱花、五倍子、玄参等蜜源丰富，因此大部

分村民家中都养有中蜂。

�

然而，过去这些中蜂总是“吃不饱”。它们并非“懒

惰”，而是居住的蜂箱放置在村民的房前屋后。 对于这

些采蜜范围仅几公里多的中蜂而言，香喷喷的蜜源看

似近在咫尺，实则远在天涯。

�

“花田乡的中蜂采集不到蜜源，一方面是养殖技

术问题，另一方面反映出村民林地产权的不明确。 ”

冉承平解释，大家的林地边界模糊，有的村民没有林

地，有的村民虽有林地，但没有管理利用，仅将一些

树木砍来当柴火，不仅资源没有实现效益转化，生态

环境还遭受一定破坏。

�2023

年，花田乡从村民手中流转了

1.6

万余亩

林地作为国储林。 同时，中心、茶香、老龙、张家、花

田、何家岩

6

个村各出资

100

万元，成立强村公司，

并引进重庆今山银山林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山

银山公司”）合作。

这一年， 中心村成为产业发展的试点村。 村里

建起了蜂蜜中心，实时记录蜂箱温度、湿度、重量以

及蜜蜂进出量、活动频率等数据。 一旦某个数据指标

出现异常，系统立马弹出预警信息，从而减少蜜蜂的

病死率，提升蜂蜜品质。

�

但用数据“养”蜂这件事，大部分村民觉得只是

噱头。 村干部崔鹏宇站了出来，报名养殖了

70

群中

蜂，见有人带头，村民陆续也认领了中蜂养殖。

�

“智慧养蜂还真有搞头！ ”中心村一组村民齐付

安过去养殖有几桶中蜂， 产量低且没有销路， 认养

60

群中蜂后，第二年便收获近

200

斤蜂蜜，收入将

近

3

万元。

�

去年，中心村中蜂养殖规模达到

3000

群，其产

业发展模式迅速推广至全乡， 共有近

300

户蜂农养

殖万群中蜂，收入近

170

万元。

�

“万群中蜂大部分还未稳定产蜜， 待它们成熟

后，青山将‘酿’出更多效益。 ”冉承平说。

（苏畅）

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

欢乐猜迷语 喜庆闹元宵

欢乐猜灯谜，喜庆闹元宵。

2

月

11

日，山西省长

治市上党区庆元宵活动欢乐开场。

活动旨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充分发

挥上党区各类文化阵地作用， 挖掘和展示上党区底

蕴丰厚的人文历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现上党文

化风采，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

活动通过猜灯谜领灯糕趣味互动、戏曲表演、等

形式， 为上党区人们送上了一场充满传统韵味的文

化盛宴。

�

此次活动由上党区上党国运牵头主办、 上党农

投承办，上党区双碳科技、众合科技、上党乡村

e�

镇、

上党区宾馆等

20

多家企业联合赞助发起。

�

上党农投总经理陈杰介绍， 此次活动时间从正月

十四到正月十六，共计三天，总共准备了

2000

多条灯

谜，灯糕及企业赞助产品

5000

余份。

�

活动现场的灯谜会， 结合独具特色的传统民俗

文化，设置谜语

300

条，并将灯谜制作成卡片悬挂在

灯笼上，供广大群众解谜。

�

活动还特别设置了“共享团圆”环节，猜灯谜领

灯糕，大家在一起，边听戏曲，边品尝灯糕。

�

这种最贴近生活、最贴近百姓的元宵庆祝活动，

得到大家的认可。 活动举办方也希望这种方式能让

大家找到记忆中的浓浓年味， 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常钰霞 娄志孝）

富平是中国柿子之乡， 是世界闻名的柿子优生区。 柿子产业是富平县的主导

产业之一。 当地

13

万群众因其增收致富。

近年来，陕西省富平县紧紧围绕柿子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弱项、补短板，加快

构建新型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进高标准柿子示范园建设、优化柿饼

制作工艺、研发柿子新产品，产业规模不断壮大，柿子产业蓬勃发展。

陕西富平

科技赋能

柿子产业“脱胎换骨”

07

乡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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