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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雷，给我拿十几斤芹菜！”村民
海羔的声音传了过来。

“哎！好嘞！”雷广照闻声，脸上立刻
绽开质朴的笑容，一边高声应和，一边手
脚麻利地放下手中正侍弄菜苗的工具，
快步走向那片郁郁葱葱的芹菜地。

三月，春寒尚未散尽，但柳林县穆
村镇沙曲村的蔬菜大棚内，早已是一
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棚膜上凝结着细
密的水珠，在日光的映照下，折射出五
彩的光，宛如一串串晶莹的珠帘，将棚
内的盎然春意与外界的料峭春寒隔
开。一垄垄芹菜植株笔挺，叶片绿得
发亮，似乎在向人们展示着旺盛的生
命力，一旁的生菜叶片层层舒展，鲜翠
欲滴。

雷广照弓着身子，双手熟练地在
芹菜丛中穿梭，握住芹菜的根部，轻轻
一拔，带着泥土芬芳的芹菜便被连根
拔起。他的手掌布满老茧，指甲缝里
还嵌着些许泥土。“海羔，你来得巧，今
天这芹菜可新鲜着呢，你来闻闻这芹
菜味，比市场上浓三分！”雷广照一边
说着，一边将拔下的芹菜整齐地码放
在一旁，动作娴熟而流畅。

“一年之计在于春，这时候可一点
都马虎不得。”雷广照感慨道，“我这些
菜苗从大寒跟前就开始育苗了，一天
都不敢停歇。就说这生菜，先种在杯
子里，等长壮实了再移栽到地里。过
年那会，又要卖生菜，又要照料菜苗，
还要忙着育苗，可把人忙坏了。”

在大棚的另一边，记者看到，西红
柿苗、西葫芦苗、有机菜花苗、黄瓜苗、
辣椒苗等菜苗密密麻麻地排列在地垄
上，一个个育苗杯散发着春的味道。
雷广照介绍，这些菜苗和菜都是使用
农家肥培育出来的。他掀起地头的门
帘，露出正在“醒肥”的牛粪堆。“后山
垣拉来的纯货，比啥化肥都金贵。我
得闲就去后山垣养牛、养羊的地方拉
牛粪、羊粪，堆在一边醒好再施肥，不
使化肥，这样种出来的菜才好吃，也更
健康。”他自豪地说。

雷广照今年 63 岁，退休后便全身

心投入到农业种植中。他的大棚有一
亩地左右，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是他的

“宝贝”。一个大棚投资 4000 元左右，
去年一年却给他带来了将近 3 万元的
收入，还能种四茬蔬菜。这两天，生
菜、水萝卜、西芹纷纷上市，生菜 2元一
斤、西芹 1.5 元一斤、水萝卜 2 元一斤。
前几天，菠菜刚卖了一千多块钱。这
些数字，对于雷广照来说，不仅是收
入，更是他幸福生活的保障。

沙曲村的蔬菜基地，早已不是简
单的几亩菜地，而是被分摊到了每一
户村民手中，真正实现了人人有份、家
家有田、户户种菜。近年来，随着基地
的升级改造和蔬菜品种的革新，大棚
的利用效率和生产能力得到了显著提
升。漫步在沙曲村，随处可见村民们

在大棚里忙碌的身影，他们有的在浇
水，有的在除草，有的在采摘成熟的蔬
菜，欢声笑语回荡在田野间。

据了解，沙曲村的蔬菜年产值已
经超过 150万元。这小小的蔬菜大棚，
不仅装满了村民们的“菜篮子”，更鼓
了他们的“钱袋子”。尝到产业甜头的
干部群众，正凝心聚力加油干，决心把
昔日的“小菜篮”发展成支撑全村振兴
的大产业。

不一会，雷广照把装好的芹菜过
完秤递给海羔：“四十八块。”海羔扫码
付款时，老雷往袋子里塞了一把香菜、
一 把 葱 ：“ 有 葱 、有 香 菜 吃 面 更 有 味
道！”这样的交易每日上演，村民们用
沾着泥土的言语，续写着山村特有的
温情。

一亩大棚四茬菜一亩大棚四茬菜 年入三万富农家年入三万富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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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消费又有大动作提振消费又有大动作，，看看有您关心的吗看看有您关心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