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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时节，核桃渐熟，汾阳市杨家
庄镇南偏城村的核桃种植基地里，核
桃果实挂满枝头，一派绿意盎然生机
勃勃。听，田野间到处是“噼里啪啦”
竹竿打树的声音，正是村民们在忙着
采摘核桃。

“今年的核桃普遍结得好，一棵核
桃树预估产核桃 150 公斤左右，按每
公斤 2 元计算，一棵树的核桃能收入
300块钱哩！ ”

说这话的，是村民刘其海。他也
在自己的核桃园里忙碌着，作为村里
的核桃种植专业户，他种植的核桃树
有 150 来株。今年风调雨顺，核桃树
挂果情况好，刘其海也不禁喜上眉梢。

作为“汾州核桃”主产区，杨家庄
镇所产的“老树核桃”驰名海内。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杨家庄镇以发展规
模优质核桃、丰产丰收为着力点，以农
民增收为核心，统一规划管理，积极培
养“土专家”“田秀才”，打造新型科技
队伍，重点推进核桃基地提质增效，不
断“做大、做强、做优”核桃产业。

目前，杨家庄镇核桃种植面积达
7.6 万 亩 ，正 常 年 景 产 量 达 335 万 公
斤，占到汾阳全市总产量的 1/3，实现
了人均拥有 4.6亩核桃经济林的目标，
核桃果已真正成为了当地农民的“幸
福果”。

初秋时节，走进柳林县石西
乡萄宝葡萄生态园，空气中飘溢
着一股清甜的葡萄香气。一串
串晶莹剔透、色泽鲜亮、果粒饱
满的葡萄挂满枝头，穿插在藤叶
之间，紫得发亮、绿得晶莹、黄得
璀璨，彰显着无限生机，果香味
扑鼻而来，令人垂涎欲滴。有的
葡萄已颗颗成型，被套入袋中，
穿起了漂亮的“衣服”。生态园
负责人薛飞飞正带着采摘人员
穿梭其中采摘包装，一片忙碌景
象。

“葡萄种植管理是关键，什
么时候修枝、什么时候疏果、什
么时候给水肥，都比较讲究，每
一个环节都要精心照料。”“气候
对葡萄的成熟度、甜度、品质影
响比较大，咱们这儿昼夜温差
大、日照充足，种出的葡萄颗粒
饱满、酸甜多汁……”聊到葡萄，
薛飞飞侃侃而谈。他拿着一串
串挂满露珠、颗粒饱满、色泽鲜
艳的葡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

据了解，2015 年开始，薛飞
飞接触到了葡萄种植，在外地学
习种植以及管理相关经验后，让
他萌生了创业的想法。于是，
2019年，他创立了柳林县葡萄生
态农业园，专业从事葡萄的种
植、生产、销售以及技术推广服
务。刚开始种植的时候，浇水、
施肥全部都是人力，村里也大力

支持，特意邀请了专业的技术人
员上门指导，安装了浇水灌溉等
设备系统。但总归是新手入门，
他也遇到了不少难题。“只要自
己勤琢磨，这事情就没那么困难
了。”薛飞飞说，从刚开始抱着试
试看的心态，到现在修枝、施肥、
疏果，他已经从种植“小白”逐步
成长为葡萄种植能手。他的这
次尝试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
迹，从刚开始的一亩五分地到后
来的二十亩地，他逐渐在种植葡
萄中尝到甜头，享受到创业的快
乐。目前为止，他已经拥有两个
种植园区，年销售额达 60万元。

如今，薛飞飞的葡萄种植园
不断开拓新品种种植方式，从夏
黑、巨峰，到现在的阳光玫瑰、浪
漫红颜、紫脆无核、蓝宝石等 10
余个优良葡萄品种，他果园产出
的葡萄不裂果、不脱粒、颗粒大、
口感好，赢得了一批批回头客。

“我们是忠实粉丝，每年到
这时候都要过来采摘，口感真不
错。完了还要帮忙带一些回去
给家门口的门市上卖，这都卖出
好口碑啦！”来自县城的李军军
带着家人来现场采摘，还顺便带
了五十斤夏黑葡萄回去。

同行的村干部告诉记者，葡
萄种植园的发展，不仅让像薛飞
飞一样的种植户鼓起“钱袋子”，
还为附近的村民提供了就业岗
位。采摘高峰期，每个葡萄园都

会聘请七八名村民来帮忙，让农
户在家门口实现增收。

从疏花疏果、采收、包装到
销售，薛飞飞用心研究每一个环
节，一年接一年的勤耕力作让他
在 葡 萄 产 业 耕 耘 出 一 片 新 天

地。“下一步，我将把发展葡萄和
其他果蔬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做
大做强特色品牌，用自己的微薄
力量进一步增强村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助力乡村振兴。”他信心
满满地说到。

文水县南庄镇吴村是个传统的葫芦种植
村，原有 100多户村民种植葫芦 600多亩。
前些年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薛改
莲母女牵头办起乐龙葫芦专业合作社，安排
20余名妇女学会烙画技术，年产特色工艺葫
芦1万多个，主要葫芦产品有工艺品、摆件、
挂件、灯笼等，深受人们的喜爱。产品销往
京、津、沪、鲁、琼、港、台等地并出口日本、泰

国、美国，年总收入达500多万元，逐步形成
种植、加工、销售为主体的一条龙产业链。其
规模已发展到周边村户，并辐射到祁县、长
治、临汾、运城等地乡村，曾多次参加全国农
产品展销会、文博会等。2021年5月，吴村葫
芦制作技艺被列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今年在合作社带动下，吴
村农民种植葫芦已增加至200多户，面积达

1200余亩，每亩可产葫芦500多个，户均收
入1.5万元左右，有950余名妇女从事工艺葫
芦加工销售，并网上销往北京、天津、青岛、沈
阳、唐山等地工艺品市场,推进了葫芦致富之
路与乡村振兴产业。

图为文水县南庄镇吴村乐龙葫芦专业
合作社社员在采摘、晾晒葫芦。

冯增清 阴志如 摄

薛飞飞正在葡萄种植园内细心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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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飞飞将葡萄打包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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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葡萄““串串””起致富路起致富路
————柳林县石西乡萄宝葡萄生态园小记柳林县石西乡萄宝葡萄生态园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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