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8 日，在汉阴县城关镇赵家河村的脆李种植基地，农技专家正在指导群众做好冬
季果树管护。

连日来，汉阴县城关镇聘请农技专家走进田间地头，现场指导村集体产业经理人、产
业发展带头人、有意愿发展产业的群众，开展“一村一品”产业冬管冬护技术培训，为产业
把脉问诊，确保农作物安全越冬。 记者 李冀安 通讯员 张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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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赖雅芬）
11 月 9 日，记者获悉，近日铜
川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组成
检查组，扎实开展 2022 年全市
秋季粮油安全大检查。

检查组坚持“有仓必到，
有粮必查，查必彻底，有违必
究”和“边检查，边整改”的原
则，采取现场检查、查阅资料、
听取汇报的方式，重点检查安
全储粮和安全生产情况，对 4
个县（区）国有粮食企业及市
粮食储备有限责任公司以及
铜川军粮供应站进行了全面
检查。

从检查情况看，各单位各
项制度基本建立，粮情监测、
通风、熏蒸及各种账、卡、簿记
录较全，粮库智能化新技术得

到应用，全面完成市级储备粮
轮换任务，市粮食储备有限责
任公司 5478 吨市级储备小麦
按期划转至耀州区鑫诚粮食
收储公司，未发现高温粮、高
水分粮、霉变粮及虫粮，库存
粮油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
存 安 全 ；安 全 责 任 制 得 到 落
实，库内外整洁卫生，库区安
全标识明显，安全防护装备配
备到位，药剂管理使用规范，
库区排水畅通，消防器材设施
基本完好，实现了安全生产无
事故；保管员对库内粮情做到

“一口清”，关键岗位人员基本
做到应知应会；对个别单位存
在的粮面不平整、成品粮油异
地存放检查记录不全等问题，
要求限期整改落实到位。

铜川市

开展秋季粮油安全大检查

本报讯 （记者 韩小珍） 11 月
10 日，第十一届中国（国际）猕猴桃
产业发展大会在宝鸡市眉县通过线
上直播形式召开。

本届大会以“延链条 强产业 展
成果 庆丰收”为主题，线上举办第十
一届中国（国际）猕猴桃产业发展大会
开幕式，线上观摩眉县猕猴桃产业特
色亮点，线上举办中国猕猴桃产业发
展峰会，在大会云展厅展出全国猕猴

桃产业发展成果等精彩内容。
大会线上观摩了中国·眉县猕

猴桃博览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猕
猴桃试验站、眉县宁渠村猕猴桃现
代农业产业园、陕西齐峰果业有限
公司、陕西百贤酒业有限公司、陕西
千裕酒业有限公司 6 个点位，与会
者在云端身临其境领略了眉县猕猴
桃产业发展规模及特色亮点。

此次大会的召开，为构建特色

鲜明、链条完整、竞争力强、效益显
著的现代猕猴桃全产业体系，助推
中国猕猴桃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搭建了合作交流平台。眉县将
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加速推进猕猴
桃“双百”产业进程，以规模化、科技
化、标准化、现代化发展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提质增效，为全国猕猴桃产
业高质量发展创造眉县模式、展现
眉县亮点、作出眉县贡献。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猕猴桃产业发展大会召开

本报讯 （边浩 记者 韩小珍）
“今年村上跨村流转土地实施两茬
种植，一茬种植油菜实现收入 60 多
万元，二茬套种玉米大豆实现净收入
50多万元。”11月7日，千阳县水沟镇
丰头村党支部书记王安福介绍。

据悉，丰头村打破村域界限，在
该镇裕华村流转土地 500 亩，探索
粮油种植新示范。2022 年村集体经
济总收入将突破 100 万元。

近年来，水沟镇积极推广带状
复合种植，在丰头村千亩粮油示范
基地，一亩田里“挤”进了大豆、玉米
两种作物。“此种植模式，变单一作

物种植为高低作物搭配间作，充分
发挥了玉米边行优势和大豆固氮养
地作用，激活土地肥力，实现了玉米
不减产、多收一季豆。”水沟镇农机
工作人员说。

“近几年我一直待业在家。今
年镇上流转土地，大面积推广玉米
大豆复合种植，让我有了在家门口
就 赚 钱 的 机 会 。”村 民 王 光 武 说 。
据 了 解 ，丰 头 村 科 学 发 展 产 业 同
时，扎实做好贫困劳动力就业帮扶
工作，吸纳脱贫劳动力 180 余人，参
与犁地、除草、防虫、灌溉、晾晒等
工作，助力群众增收。同时，该村

积 极 探 索 农 旅 融 合 发 展 模 式 ，以
“燕伋故里、花海田园”为品牌，以
“ 赏 油 菜 、做 农 耕 、品 特 产 、研 道
学”为主题，成功举办了首届水沟
镇油菜花节，吸引游客 3000 余人，
带动销售裕华村“华裕宝”菜籽油
1326 桶。

“下一步，镇上将持续扩大土地
流转托管面积，探索推广蔬菜种植、
稻蟹养殖、粮食加工等特色产业，积
极发展清凉避暑、休闲采摘、团建研
学、户外露营等农旅融合模式，推动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水沟镇党委
书记贾国栋介绍。

复合种植助农增产又增收

本报讯 （王军锋 通 讯
员 左小艳）11 月 9 日上午，华
阴市畜牧发展中心组织全体
干部及全市部分规模以下养
殖户参加全国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实用技术培训。

据了解，本轮培训为期 1
个月，共分 5 期进行，每周三由
权威专家以视频直播形式授
课。培训内容主要有规模以
下养殖场（户）绿色种养循环
利用、固体粪污堆肥、液体粪
污发酵处理、动物蛋白转化、
粪污臭气减控等实用技术。

培训中，大家听得认真，
记得仔细。“我的养牛场每天

产生大量牛粪便，污染环境，
对人畜身体危害很大，怎样减
少牛粪对环境的污染，提高利
用水平。这些平日困扰我们
的问题今天找到了可行的解
决办法，通过这次学习我收获
很大。”培训结束后，养殖户王
占文高兴地说。

“ 全 国 畜 牧 总 站 举 办 的
这 次 培 训 班 非 常 及 时 、非 常
重 要 ，对 我 们 基 层 畜 牧 干 部
提 高 业 务 能 力 、更 好 地 把 二
十大精神贯彻落实到具体业
务工作中帮助很大。”华阴市
畜牧发展中心主任王伟峰告
诉记者。

华阴市

提高畜禽粪污利用水平

本报讯 （记 者 黄敏 通
讯员 张艳） 11 月 11 日，记者
从旬邑县林业局了解到，近年
来该局聚力“绿色生态强县”战
略布局，积极探索“林业+”发
展模式，着力培育林下经济、森
林康养、观光旅游、自然教育等
一系列生态友好型经济产业，
努力让绿水青山成为群众的

“幸福靠山”，实现了森林利用
保护与乡村全面振兴“双赢”。

旬 邑 县 充 分 利 用 森 林 资
源优势，加快经济林树种结构
调整，大力推行林养、林药、林
果等多种林下经济发展模式，
林下经济产值产出达到 500 万
元，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

益相统一；2019 年石门山国家
森林公园被确定为“全国森林
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以此
为依托扎实推进森林康养基地
建设，重点探索“林旅+康养”

“农旅+康养”“文旅+康养”等
模式，主打夏季“纳凉避暑”“农
家乐+民宿”“农家乐+采摘”等
旅游产品，预计年接待游客可
达 5 万人（次）以上，提供就业
岗位 30 个以上，带动周边“庭
院经济”年增收20万元以上。

此外，该县还积极实施绿
化造林、森林乡村、森林抚育，
全县森林面积持续增长，可用
于 碳 汇 项 目 的 林 地 面 积 约
67.67 万亩。

旬邑县

“林业+”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 者 李冀安
通讯员 胡名才）“这边是东
关村，河对面就是蒿坪村，以
前要去对面摘茶都是蹚水过
河，现在有桥很方便。”11 月 8
日，紫阳县蒿坪镇东关村党支
部书记危成成高兴地说。

蒿坪镇东部的东关村和
蒿坪村中间隔着一条堰沟河，
一河两岸各有一条宽敞的村
道。为消除制约产业发展的
道路交通问题，该镇积极争取
项目资金，在 2022 年第二批巩
固衔接项目中确定新建一座
水泥平板空心桥，为村民带来
便利的同时，也架起了与群众
的“连心桥”。

东关村组织镇内 14 个村
集体经济合作社“联营”，围绕

粮油类、蔬菜类、肉蛋禽类、林
果类、加工类五大产品类别，成
立了紫阳县首家集体经济农产
品直营店，目前已初步形成多
业联动、龙头联帮的发展格局。

蒿坪村先后与改革村、金
石村、双胜村、东关村等党支
部开展联建，与闽秦茶业、道
通天下茯茶等企业建立产业
联盟，签订鲜叶销售协议。该
村还组建了茶旅农民专业合
作社，通过土地流转打造精品
茶园基地 520 亩，带动困难群
众 208 户 686 人增收。

2022 年，蒿坪镇建设产业
连接桥项目 6 个，截至目前已
建 成 并 投 入 使 用 的 产 业 桥 3
座，其余在建产业桥项目均可
在年底完工。

紫阳县蒿坪镇

架起便民桥 拓宽“致富路”

“村上建设的大棚就是好，我们
在 这 里 劳 动 ，一 天 有 80 多 元 的 收
入，还能够把家里照顾上，真是一举
两得的好事情。”11 月 8 日，在兴平
市庄头镇蔡西村，村民黄红鸽和几
位群众正在忙着收获大棚蔬菜，丰
收的喜悦挂在脸上。

连日来，兴平市庄头镇的广袤
田野上，一片生机盎然。在设施大
棚里，茼蒿、青菜、芹菜长势喜人。

今年以来，庄头镇把产业发展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因
地制宜、多措并举鼓励村级集体经
济合作社发展设施大棚种植，引导
群众通过租赁大棚发展产业，让黄
土地托起群众增收新希望。

在蔡西村集体经济产业园设施
大棚里，种植户李蒙正在和村民忙
着收获茼蒿。他告诉记者：“种植大
棚蔬菜尽管辛苦些，但收入还是不
错的。我这座大棚一年可以种植 5
茬蔬菜。目前种植的茼蒿，每亩地
收入 5000 元左右。”

蔡东村党支部书记金建林告诉
记者，近几年随着渭河生态环境的
好转，他们村的渭河滩涂地成了“香

饽饽”。一些群众发展设施蔬菜产
业，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村上
顺势而为，于 2020 年建设占地 120
亩的大棚蔬菜基地，首批 80 多座大
棚全部被村民承包，群众在增加收
入的同时，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如今在庄头镇，集体经济现代
农业园区不断壮大，大棚蘑菇、大棚
蔬菜、大棚草莓、露地蔬菜已经成为
群众增收的“聚宝盆”。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把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
重，通过党建引航，集体经济带动，不
断壮大产业园区。同时，狠抓农村环
境治理，着力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建
设幸福家园。”庄头镇镇长赵澄表示。

设施大棚里的新希望
王楠 高一豪 本报记者 黄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