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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6 日上午，太谷区北洸乡白城

村郭永成家的大棚内。

阳光在樱桃树枝叶间欢快地跳跃，

一嘟噜一嘟噜的红樱桃如玛瑙般缀满枝

头，个头均匀、口感脆爽，这些由樱桃丰

收带来的满满喜悦，从郭永成的心底荡

漾到脸上。樱桃采摘旺季，10 多天忙里

忙外，郭永成始终笑得合不拢嘴，总是

情不自禁地给大家分享他的感悟：“跟

着专家种樱桃，就像用金钥匙打开了致

富门。”

郭永成口中的专家是山西农业大学

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山西省樱桃种植

领域先锋人物张生智。郭永成的成功，

也让张生智由衷地为他高兴。

这天，张生智又来到郭永成的大

棚，了解最近的销售情况。“老郭的大

棚就是很普通的日光温室大棚，没什

么高端设施，但越是条件不好，果树管

理就越有指导意义和推广意义，自然

成熟的樱桃和市场上大部分外来的樱

桃在口感上区别很大，要想有好的发

展，还是要走‘特优’路线，以质取胜。”

张生智说。

郭永成是地道的北洸乡白城村人，

他的两个大棚位于白城村的现代农业

园区。他种过蔬菜、香瓜、草莓、葡萄，

抽空还去山西农业大学果树研究所打

工，虽早就有种樱桃的想法，但一直没

有合适的渠道。认识张生智以后，通过

学习和了解，他下定决心改种樱桃，“这

个棚不到一亩，种了 80 棵樱桃树，有美

早、俄罗斯 8 号、辉煌 1-5、萨米脱 4 个品

种，今年是种植的第四年，去年少挂了

一些果，今年开始大量挂果。2024 年 12

月 25 号开始升温，20 多天花就基本开

了，种植过程中加强与张老师的沟通，

每天观察温度和湿度，以前张老师也经

常过来实地指导，因为自己经验少，有

时候对张老师的提议也不完全信服，总

害怕湿度大，不利于树的生长，所以还

走了些弯路。今年，张老师两次过来技

术指导，都觉得环境干燥，我就按照张

老师的建议，采用微喷方式进行湿度调

节，效果非常好。”

张生智表示，大棚种植樱桃的技术

关键在于温度和湿度，湿度适宜病害

少，温度适宜虫害少。湿度控制主要看

生长的节点，根据生长规律进行调节，

升温到开花的过程中湿度越高越好，开

花前湿度要达 80%以上，湿度越高，萌

芽率越整齐；开第一朵花的时候，湿度

要降到 50%，湿度大了病害多。有一次

老郭打电话说叶面上有灰霉了，那就是

湿度大了，只要观察到了，湿度调节好，

进行适当通风就可避免了。但这时候

如果不进行调节，时间长了，叶子就都

坏了，所以说果树管理是一环扣一环

的，既要懂科学又要精心养护。

4月4日，郭永成的樱桃棚开园，优质

果率达到 80%以上，因为是第一年出售，

老郭走了个捷径，直接批发给水果实体

店。“实体店普遍反映咱的樱桃品质上乘，

销量特别好。”郭永成的自豪溢于言表。

对比多年的种植收益，老郭觉得樱桃种植

成本低，资金投入少，劳动量也小，于是将

另外一个大棚也改种了樱桃，今年冬天开

始升温。

科技引领，“特优”开路，郭永成对未

来充满希望。

记者 路丽华 通讯员 阴娜

春和景明，万物竞秀。近日，记者走

进太谷区小白乡白燕村，只见村舍错落、

碧水环绕，绿叶发芽、繁花似锦，宛如一幅

徐徐展开的生态画卷。

翠绿的林木让人目不暇接，多元的文

化让人流连忘返。自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以来，白燕村积极推进基础设施

改造，打造多元文化场所，已经成为山清

水秀、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美丽家园。

白燕村苗木产业久负盛名，远销全国

各地。该村苗木产业以转型发展为理念，

采用带地入股的模式，由村集体协调龙头

企业太谷区绿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流转农户土地1500余亩，实现农户土地流

转入股保底、企业盈利二次分红，力促村

集体、合作社、农户的深度融合，有效激发

各类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和灵活性。

在突破苗木产业发展瓶颈的同时，白

燕村深入拓展多元产业发展。山西裕丰

天成牧业有限公司·小白乡新建肉牛育肥

母牛繁殖项目落地白燕村，在确保裕丰天

成肉牛繁育项目二期工程顺利完成的同

时，积极申报乡村振兴项目。以肉牛繁育

产业为主体，挖掘日产12吨的牛粪价值，

白燕农户免费使用天然有机肥，辐射周边

耕地3000余亩，探索种养循环发展模式，

推动绿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把发展壮大养

殖产业与促进农民增收紧密结合，鼓励农

户集中连片种植青储饲料，延伸畜牧养殖

产业链。项目落地以来，不仅为白燕村发

展带来新机遇，更为小白乡其他村集体提

供了项目建设的优秀范本。

白燕村将精品线路作为“珍珠链”，

实现绿美园林、千年枣园、箕子公园、宝

峰寺、白燕遗址等历史文化景点串珠成

链。与绿美生态庄园、白燕文化广场等

联动，并对红白理事大厅进行升级，对白

燕村文旅产业路进行修缮，打造白燕村

文化博物馆，形成文化体验游、乡村民宿

游、休闲度假游、生态康养游等跨区域的

精品旅游路线。

“我们村还积极探索建立了一套长效

机制，具体包括安排威望较高的党员干部

包街巷，将美丽庭院创建与示范样板户评

选纳入动态的进入与退出管理机制，以及

推行乐享积分制等。”白燕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王震介绍，目前，全村共有60

个美丽庭院，5户“千万工程”“样板户”，乐

享积分已有 110 余户进行兑换，带动 260

余户村民积极参与到白燕村环境整治、村

庄建设、文明实践、产业发展当中，通过奖

惩的形式，凝聚群众、带动群众，共同创建

美丽干净家园，以小积分兑出乡村振兴新

动能。

为进一步提升软实力，白燕村还在

广场建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学雷锋

志愿服务点、图书馆等。

如今的白燕村，“千万工程”经验

就像一粒种子深深扎根在田间沃野，

茁壮成长、开花结果。同时，它还如同

点点繁星，照耀着乡村百姓和和美美

的幸福生活。

乡村蝶变 向美而行
——太谷区小白乡白燕村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文 / 记者 王爱媛 图 / 记者 程婧

白燕村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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