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7 日，西安市临潼区徐杨
街道公义村的小麦田间热闹非凡，
伴随着“嗡嗡”的旋翼转动声，无人
机从农田上方飞过，药液在小麦上
方均匀喷洒，转眼间就完成了 1 亩
地农药喷洒。

当前，小麦陆续进入抽穗扬花
期，既是产量形成的重要时节，也
是多种病虫集中为害的高峰期 。
连日来，公义村的合作社成员抢抓
有利天气，有序开展病虫害防控和

“一喷三防”工作。

“趁着天气好，把药喷上去，这叫
‘虫口夺食’。”现场，一位村民高兴地
说，“有‘秀才’带着干，就是不一样。”

村民口中的“秀才”，是西安市
临潼区种富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苏原。2012 年，苏原返乡创
业，承包了 30 亩地，因不懂农业技
术吃了不少亏。

“以前种地凭经验，现在科技
说了算。除了靠优质种子、新的种
植技术，还得有科技知识。”为了提
升种植技术，摸索与传统农业不一

样的路子，苏原参加了各种农技培
训班。他心里明白 ，有了科学技
术，增产才更有底气。

几年下来，苏原升级了他和泥
土打交道的“装备”，从耕种到收
割，全部实现机械化操作。“我们的
农田有物联网控制中心、气象观测
站、节水灌溉设备，以前长满荒草
的撂荒地也成了丰产田。”苏原说，

“靠着科技种田，管理精细了，出力
变少了，产出却多了。”

“通过托管土地，把小地块集
中连片，通过统一选种、统一管理、
统一销售，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苏原说，合作社还会定期邀
请区农技中心专家“把脉开方”，引
进科学、绿色、种植、灌溉、病虫害
防治的好方法在田间实践，使产量

和质量都有了明显提升。
“去年夏收，我们合作社的 300

亩小麦和托管的 800 亩小麦都丰收
了，平均亩产达 650 公斤，亩均收益
超过 1500 元。”在苏原看来，只要懂
技术、会经营，就能获得实实在在
的收益。

“每亩地播多少种，施多少肥，
啥时候干啥活，‘秀才’都给咱安排
得一清二楚。”之前，徐杨街道尚寨
村黄庄组准备将 300 亩土地托管给
苏原时，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
村民张社生满是疑虑。但几个月
后，看到托管的小麦亩产首次突破
700 公斤，他心里踏实了。

如今，当起“甩手掌柜”的张社生
第一次感受到既省心又省力，还能实
现增产增收，确实比自己种地划算。

“现在国家对种粮大户的扶持
力度很大。今年 2 月，我到浙江大
学学习了 15 天，很有收获。”最近，
参加陕西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
培育“头雁”项目培训班回来后，苏
原更加坚定了发展粮食产业的决
心。接下来，合作社将继续组织更
多农户抱团发展，为农户提供“全
托管”服务，在保障粮食增产的同
时，提升农产品的品牌附加值，让
更多的农户搭上致富快车。

从“ 农 民 娃 ”逐 渐 成 为“ 田 秀
才”，临潼区一大批像苏原一样的
新型职业农民正快速成长。目前，
临潼区已培育高素质农民 3600 名，
认定新型职业农民职称 3200 余人，
不仅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人才支撑，
也助推农业生产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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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晓强） 5 月 7
日，记者了解到，省乡村振兴局、省
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日前联
合印发《陕西省 2023 年乡村建设任
务清单》，该清单公布了今年我省
加强乡村规划建设管理、实施农村
道路畅通工程、实施乡村清洁能源
建设工程、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
工程、实施农房质量安全提升工程
等 15 项重点任务。

加强乡村规划建设管理，推进

全省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制
定印发《陕西省实用性村庄规划编
制技术要点》。科学指导我省“多
规合一 ”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工
作，指导有条件、有需求的村庄应
编尽编。

实施农村道路畅通工程，构建
便捷高效的农村公路骨干网络，推
进乡镇通三级公路建设，全年力争
新增通三级公路乡镇 14 个。构建
普惠公平的农村公路基础网络，有

序实施 30 户以上自然村（组）通硬
化路，全年力争新增通硬化路自然
村 2500 个。提升农村公路安全防
护能力，推进公路安全设施和交通
秩序管理精细化提升行动，实施农
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全
年力争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
护工程 3600 公里。打通农村道路

“最后一公里”，统筹推进农村入户
道路建设，优先改善乡村振兴示范
镇、重点帮扶镇、美丽宜居示范村、
重点帮扶村通村基础设施水平。

强化农村防汛抗旱和供水保
障，加强防汛抗旱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推进白水林皋、魏家岔、观音
河等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
目建设进度。实施面积 3000 平方
公里以上主要支流防洪治理。推

进恒河水库、普化水库等中型水
库建设。稳步推进农村饮水安全
向农村供水保障转变 ，建立工程
建设月报、周报统计制度，督促加
快工程建设进度，全年改善提升农
村供水受益人口 150 万人，全省农
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5%。健全农
村集中供水工程合理水价形成机
制，加大水费收缴力度，水费收缴
率达到 97%。

实施乡村清洁能源建设工程，
积极开展“千家万户沐光行动”，推
动农村屋顶户用光伏市场化、规模
化发展，实现快速增长。加快屋顶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整县推进试
点，探索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
创新，力争建成一批自然人光伏发
电(户用光伏)示范村，试点县户用

光伏装机规模达到 10 万千瓦以上。
实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

流 设 施 建 设 工 程 ，建 设 900 个 以
上产地仓储保鲜设施 ，新增冷藏
保鲜库容 30 万吨以上，强化整县
推进，形成产地冷链集配中心，举
办各类培训 50 场次以上，根据产
品特性、市场和储运的实际需要，
建设相应的配套设施。实施县域
商业建设行动，支持 14 个县（区）
开展县域商业建设行动 ，建设改
造县城综合商贸中心、乡镇商贸
中心、镇村连锁经营网络。大力
发展直播电商新业态 ，持续开展

“双品网购节”等电商助农促销活
动 ，特色农产品网络销售额同比
增长 10%以上。

（下转第七版）

5 月 6 日，宁强县大安镇干溪沟村村民正在种植

烤烟。

近年来，宁强县把烤烟作为村民致富的特色产业来

抓，不断加大扶持力度，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

式，助力群众稳产增收。

通讯员 刘炳林 摄

今年我省乡村建设紧盯15项重点任务

科技进田地 增产有底气
本报记者 黄敏

烤烟种植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