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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走进昌吉市三工镇二工村小范蟠桃
园，放眼望去，只见绿树掩映间，一个个粉红色的晚
瑞蟠桃挂满枝头，让人“桃”醉。蟠桃种植户范光山
和妻子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他们虽劳作辛苦，但
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2012年，范光山在二工村承包了21亩土地，开
始试种蟠桃。为了种好蟠桃，他不断学习种植技术
和管理技术，他还邀请农技专家进地指导。功夫不
负有心人，他的栽培技术逐年提高，现在他种植的
桃子不仅口感好，产量也很高。

为了防止虫蛀鸟啄，范光山给黄金蟠桃、油桃套
上果袋，这样还能防止农药污染，同时让桃子保持水
分，更充分地吸收营养。为了让顾客买到鲜嫩的蟠
桃，范光山卖桃子都是现摘现卖，还要对桃子进行筛
选，小果、裂果、瑕疵果都不要。

范光山种植的蟠桃桃肉细腻、汁水丰盈，一口咬
下去一股清甜涌上舌尖，满口留香，深受顾客喜爱。

范光山今年种了21亩桃子，受气候影响，产量
略有下降，1 亩地产量大概能达到 600 公斤。他种
植了 10 个品种的蟠桃，以黄金蟠桃最为畅销。“今
年我种了 5 亩地的黄金蟠桃，喜获丰收，零售价卖
到1公斤15块钱，光黄金蟠桃的收入就能达到2万
多块钱。”说起黄金蟠桃，范光山开心得合不拢嘴。
范光山说，种桃子就要能吃苦。7 月初到 9 月下旬
是桃子成熟的季节，他和妻子每天早晨 6 点就起
床，有时候忙活到晚上 11 点多才回家休息。范光
山给记者算了笔账，今年 21 亩桃子的年收入大概
有12万元。桃子大量成熟时，来不及卖，范光山就
在村子里租了个冷库，一边储存桃子，一边销售。

范光山和妻子都很勤快，用范光山的话说，他一
年365天都闲不住。自家桃园的活忙完了，他还到
村里的冷库去打工，20天能挣1万多元钱。“家里有
两个孩子都在上学，为了让孩子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们两口子就得加油干，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范光山说。

徜徉在桃树下，享受着甜蜜的生活，范光山喜滋
滋的，种植桃子成为他增收致富的一份“甜蜜事
业”。他表示，有了党的好政策，一定能种好硕果满
枝的“幸福树”。

金秋时节，昌吉市三工镇二工村处处弥漫着丰收
的味道。记者走在二工村丰收的田野上，与农民朋友
一起说丰收、话增收，在欢声笑语中真切感受到乡村振
兴的可喜变化。

昌吉市三工镇二工村位于昌吉市以南20公里，辖
区总面积4.4万亩，耕地面积2.6万亩，以小麦、玉米、鲜
食葡萄、蟠桃种植为主。村内建有养殖区，主要以牛、
猪、鸡养殖为主，每年出栏数将近4万头只。

近年来，二工村以增强村集体经济实力为目标，探
索创新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形式，建立村集体
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多途径增加村集体可支配收入，
确保村级组织有钱办事。经过努力，全村集体经济实
力显著增强，集体收入逐年增加，形成较强的经济实
力，建立充满活力的村集体经济自我发展机制，以满足
农村基层建设、服务、管理的支出需要。村集体经济收
入从2018年的26.4万元增加到2021年的287万元，二
工村集体经济增长呈现突飞猛进的态势。

走进67岁的叶德英老人和老伴经营的不足30平
方米的商店，只见货柜上整整齐齐摆放着各类货品，她
正用抹布仔细擦拭货柜。“我们村子变化大着哩，以前
我们吃的是涝坝水，走的是泥巴路，现在我们过的日子
和城里人不相上下，家里用上了天然气，上下水设施齐
全得很！”叶德英说，“我平时还会拍村子里的风景视
频，并发布到抖音上。我们村子漂亮，有不少好友看到
我拍的视频都会给我点赞，我生活在这个村子感觉很
幸福、很自豪！”

二工村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乡村振兴的一项
重要内容。2018 年以来，共投入美丽乡村项目资金
1460万元，新建高标准农村安居房71栋，建成15公里排
水管道、15公里道路，完成厕所、活动室、巷道、围墙的改
造，对村内道路进行硬化、净化、绿化、亮化，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获评州级美丽乡村示范点和乡村振兴示范点。
2020年，二工村成立众恒源物业公司，积极吸纳本村低
收入家庭成员就业，公司主营业务为三工镇镇区物业服
务、三工八钢工业聚集区主干道卫生保洁、道路积雪清
扫、垃圾清运、三工镇辖区内其他企业的垃圾清运及本
村环境卫生维护等。目前，物业公司已经与40余家企
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一年纯收入25万元左右。

“我们将继续因村制宜，积极探索乡村振兴新路
径，以村民增收致富为目标，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业，抓
好桑葚园、山楂园等旅游景点建设，合理规划骑行环游
线路，让村民的生活越过越好。”二工村党委委员、村委
会副主任张玉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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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市三工镇南头工村村民刘凡安种植的25亩桃子
喜获丰收。9月21日，他在桃园采摘晚熟寿桃。

韩新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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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市三工
镇南头工村村民
将采摘好的葡萄
装筐。
韩新荣 摄

昌吉市三工
镇南头工村村民
在采摘葡萄。
韩新荣 摄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秋天是丰收的季节，
昌吉市三工镇二工村乡间，一幅幅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连空气
中都弥漫着成熟的味道，人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丰收带给人们的不仅是香甜的果实，更是甜蜜幸福的生
活。近日，记者乘车来到三工镇二工村露天蟠桃采摘园，走进园
内，扑鼻而来的是阵阵蟠桃果香。放眼望去，红彤彤的桃子挂满
枝头，静候采摘，桃子将树枝压弯了腰，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呈
现在眼前。

远处郁郁葱葱的桃林里果香四溢，桃园出售的桃子一般都
是桃农自己采摘，不同品种的桃子成熟期不一样。只见桃农拎
着果篮，轻轻采摘树上成熟的桃子，小心地放入筐中。随后，他
们又将采摘好的桃子整整齐齐地堆放在桃园的凉棚下，经过仔
细挑拣、分装，有的放在筐子里，有的整齐地装进礼品箱。“生意
好的时候我们每天可以卖掉几百公斤鲜桃，还有一些内地的朋
友也会通过电话、微信订购，我们打包分装好后通过快递发往四
川、福建等地。”小严采摘园老板严林告诉记者。

走出露天蟠桃采摘园，记者又来到葡萄种植户郭鹏武的葡
萄地，还未走进地里，就能听见一片欢声笑语。往里走，记者看
到一串串圆润饱满的葡萄已经被采摘下来，笑容挂在郭鹏武的
脸上。葡萄地旁，三五成群的农户忙着搬运葡萄保鲜剂、吸水
纸、育果袋等葡萄保鲜用品，为葡萄冷藏入库做准备。郭鹏武在
二工村种植葡萄20余年，经过不断摸索，他种植了产量高、耐贮
运、果粒大、口感适中的红提葡萄，并通过葡萄冷藏保鲜技术反
季节销售，收入也一年比一年高。

郭鹏武粗略估算了一下，他种植的23亩红提，亩产量达2吨
多。“葡萄储存到冷库以后，冬天可以供应疆外各大市场，还有部
分出口，经济效益高得多。”郭鹏武笑着说。

金秋九月，正是籽用西葫芦成熟收获的季节，放眼望去，秦
猛种植的156亩籽用西葫芦地里，一个个黄澄澄的西葫芦静静
地“躺”在地上沐浴阳光，正在等待采摘，呈现出一派丰收的喜
人景象。9月20日，两辆联合脱籽机在秦猛的籽用西葫芦地里
来回穿梭，随着脱籽机隆隆的响声，一个接一个金黄的西葫芦
被脱籽机“吃”进去，再“吐”出一粒粒饱满的西葫芦籽，吐出的
瓜籽被源源不断地装上车拉去晾晒，农户们井然有序地忙着。

谈起今年的收成，秦猛露出了笑意，他说：“今年西葫芦籽的
亩产量大概在240公斤左右，因为是订单种植，晒干了就有人来
收，根本不愁卖，一公斤最少能卖到18元钱。”

据介绍，近年来，昌吉市三工镇二工村借助国家各项优惠政
策，调整种植业结构，以桃为“媒”，将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切入点，
力促农旅融合发展。他们在发展特色林果业的同时，还以蟠桃
园、葡萄园等作为支撑点，对闲置场所进行更新改造，盘活存量
资产，打造特色民宿区，积极发展集休闲观光、采摘体验、乡村旅
游于一体的田园综合项目，实现了农民富村庄美。

范光山的妻子在采摘蟠桃。
本报记者 廖冬云 摄

顾客在小严采摘园的摊位上购买桃子。
本报记者 廖冬云 摄

范光山和妻子在摆放采摘好的蟠桃。 本报记者 廖冬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