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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永
寿县监军街道寨
里村打造“百草
寨里”农旅品牌，
坚持园区与景区
共存，游人与农
民同乐，游客识
百草，知药理，游
田园，品美食，摘
果蔬，享农耕文
化，带动乡村旅
游。图为 4 月 29
日游客品尝美食。

通 讯 员 李
建龙 摄

本报讯 （记者 李冀安 通讯
员 马艳） 5 月 4 日，记者了解到，
近日在安康举办的“自然国新·长
寿镇坪”文旅推介活动中，来自镇
坪县参展的高山富硒优质农特产
品，因品质好、味道正、颜值高深受
消费者喜爱。

在展区，琳琅满目的农特产品
让游客目不暇接。随着人流涌动，
现场逐渐进入“赶集”模式，大家纷
纷点赞：“镇坪特产，不管是看品相，
还是品味道，都让人感觉很不错！”

本次展销会以“品长寿美食、

做长寿之人”为主题，通过“政府搭
台、企业唱戏”的方式，共组织了 7
个镇 17 家农业产业化重点企业组
成的参展团，携富硒茶、金丝皇菊
凉茶、镇坪腊肉、蜂蜜、葵花油等 30
余种优质农特产品前往参展。

“这次我们带来的展品很受欢
迎，不一会儿就销售一空，还接到
了更多订单。”前来参展的镇坪县
硒之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丁艳表示，本次活动对企业来说是
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经验，今后还会
积极参与推介活动。

镇坪县

农特产品受青睐

本报讯 （鱼玉军 通讯员 王
丹丹） 5 月 7 日，笔者获悉，近日
2023 年樱桃产业国家创新联盟年
会暨首届中国（榆林）“大漠之樱”
产业发展研讨会在榆林市榆阳区
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南果北
移”种植示范基地举办。

本届研讨会集发展研讨、技术
交流、成果展示、休闲观光于一体，
旨在以会为“媒”，交流研讨樱桃产
业发展、樱桃研究新成果、大漠樱桃
治沙及大棚樱桃栽植技术等，考察
和研讨陕西北部寒冷、干旱地区以
及毛乌素沙地边缘及同类地区樱桃
生产的优势、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
径，进一步拓宽樱桃产业发展区
域。在大漠樱桃产业示范基地，受
邀参加的专家学者与各界人士纷纷

对大漠樱桃产业模式表示高度认
可，同时提出中肯的种植建议。

据了解，2022 年榆阳区引进创
建了陕西大漠神农果业有限公司
大漠神农车厘子设施栽培试验示
范基地。示范基地于当年 10 月份
开始移栽 3 年～5 年带花大苗，已
栽 49 棚，今年计划新建 16 棚。依
托榆林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示范
基地目前以齐早、中熟品种布鲁克
斯、晚熟品种柯迪亚为主栽品种，
另外试验品种有桑缇娜、蜜露、雷
洁娜等，培育出的樱桃口感好、风
味浓，地域特色鲜明。

此次“大漠之樱”研讨会的成
功举办，将带动更多优质企业和种
植大户开展设施农业樱桃种植，汇
聚更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首届“大漠之樱”产业发展研讨会

在榆阳举办

本报讯 （记者 赖雅芬 通讯
员 吴剑） 据记者了解，5 月 3 日以
来，宝鸡地区出现阴雨相间天气过
程，截至 6 日上午 7 时，全市共有
181 个气象监测站出现降雨，持续
阴雨寡照和降温对正值开花授粉
黄金期的猕猴桃带来不利影响。

“一般情况下，猕猴桃的花期
只有七天，时间紧，任务重，天气情
况和预报对我们太重要了。”眉县
金渠镇猕猴桃种植户蒋宝财说。

对 此 ，5 月 5 日 ，宝 鸡 市 气 象
局组织工作人员走进眉县猕猴桃
产 业 园 开 展 实 地 调 研 和 气 象 服
务。工作人员在园子里及时了解
阴 雨 天 气 猕 猴 桃 授 粉 及 生 长 情
况，提供种植片区详细天气预报
及农事指导，建议果农关注宝鸡
天气在线及微博、微信等信息，遇
降雨时暂停授粉，等待雨停半小

时后再进行授粉，确保效果，同时
加强管理，预防猕猴桃园病害的
发生。

同时，宝鸡市气象局结合天气
趋势及猕猴桃种植实际需求，利用
在猕猴桃园区建设的农业气象观
测站，从猕猴桃萌芽、开花授粉到
采收、储存等全程开展“迭进式”气
象服务。并制作发布《猕猴桃与气
候》专题服务材料，采用传真、微
信、QQ 群等多种渠道将天气信息
和对策建议直通园区管理技术人
员、果农和市县果业中心，为当前
猕猴桃授粉及丰产增收开出天气

“良方”。
据最新气象资料显示，此次阴

雨相间天气过程将持续到 10 日结
束。下一步，市县气象部门将进一步
联合果业中心走进田间地头，为果农

“把脉支招”确保服务精准有效。

宝鸡市

为猕猴桃授粉开出天气“良方”

眼下，正是烤烟大田移栽的
黄金关键时期，汉中市南郑区福
成镇充分发挥地理资源优势，因
地制宜，做好产业文章，发展烤
烟产业，全力抓好今年 1900 亩烤
烟栽植任务，壮大产业规模，拓
宽农民增收渠道。

5 月 3 日，在福成镇佛头山村
红椿坝河边，平展肥沃的烤烟基
地里，覆盖着一条条白色的塑料
膜 ，整 齐 划 一 。 村 民 们 分 工 合
作，有条不紊地在田间忙碌着。
他们先是在塑料膜上标记株距，
然后用特制的打孔工具打孔，再
将一株株嫩绿的烟苗栽植到泥

土里。
佛头山村党支部书记杨忠

策正带领家人和工人们在烟田
里忙碌着。他喜滋滋地说：“我
种植烤烟已经有 11 个年头了，当
初引进烤烟项目时，都是摸着石
头过河，全村无一户种植。我作
为村干部，为了让烤烟能在村上
扎根，就带头种植了 8 亩烤烟，成
功给群众示范引路。没想到当
年就喜获丰收，第二年有 3 户农
户跟着发展烤烟种植，最高峰发
展到 28 户 520 亩面积，收入 200
多万元，全村种植烤烟为群众增
收 1000 多万元。去年我种了 28

亩，收入 11.5 万元。今年种植烤
烟种植 26 亩，如果今年天气好的
话，收入可在 10 万元以上。”

随着烤烟产业带来的可观
效益，该村有 10 多户烟农持续种
植烤烟。今年全村种植烤烟 300
多亩，预计收入 140 万元。烤烟
种 植 无 论 是 翻 耕 起 垄 、烟 苗 移
栽、管护、烟叶采收都需要大量
的人工劳动力，同时也带动了 20
多户脱贫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据了解，烤烟已成为当地农
民增收致富的“金叶子”。近年
来，该镇充分依托自然优势，坚持
一村一特色，一村一基地，把烤烟
产业作为农民增收和实施乡村振
兴的主导产业，推广科学种植，落
实配套服务，助推烤烟产业稳定
发展。截至目前，全镇种植烤烟
1900亩，预计收入500多万元。

烤烟移栽忙 种出新希望
胡汉杰 通讯员 席汉初

5 月 8 日，雨后初晴。在礼
泉县绿丰智慧种植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现代农业园区，一串串
米粒大小的葡萄缀满枝头，掩映
在宽厚的叶子中间。技术管理
人员王辉在园区内来回穿梭，一
会儿指导群众绑枝，一会儿指导
群众定穗，忙得不亦乐乎。

据园区负责人邵宝社介绍，
该园区规划面积 300 亩，计划投
资 4500 万元，利用 3 年时间，建
设阳光玫瑰葡萄、温室丑橘、高

端 果 蔬 三 大 板 块 ，标 准 化 生 产
区、休闲观光区、生态餐饮区、
冷链仓储区四大功能区，是一个
集 科 技 示 范 推 广 、产 业 融 合 发
展、观光采摘、休闲餐饮为一体
的现代农业大观园。

园区通过土地流转、吸纳务
工、土地（资金）入股分红等方
式，带动 28 户农户参与产业发
展、分享增值收益。

“从 2022 年建园开始，我一
直在园区打工，仅一年就收入 4

万 元 ，不 仅 能 轻 松 供 养 全 家 生
计 ，还能照顾家人 。”三联村村
民苟满争乐呵呵地说。

据 了 解 ，该 园 区 采 取“ 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模
式，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为
原则，以产品、技术和服务为纽
带 ，发挥自身在技术、人才、生
产、销售方面的优势，发挥引领
作用，有效促进产品增值，推进
农 业 产 业 化 经 营 ，促 进 农 民
增收。

建强现代农业园区 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王东宇 通讯员 张美妮

本报讯 （记 者 黄河） 5 月 6
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淳化县把
荞麦产业作为首位产业，挖掘资源
禀赋，推动三产融合，去年荞麦产
业总产值达 5 亿元，带动农村集体
经济收益达 1500 万元，城乡居民收
入分别增长 4.7%、6.7%。

淳化荞麦栽培历史悠久，现已
成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为了打造好首位产业 ，该县
成 立 了 促 进 荞 麦 产 业 发 展 工 作
领导小组 ，组建荞麦产业工作专
班 ，制 定 了《淳 化 县 关 于 促 进 荞
麦 产 业 发 展 的 实 施 意 见》和《淳

化 县 荞麦产业发展扶持办法（试
行）》。对于农户种植荞麦每亩补
助 300 元，对于规模种植的村集体
经济、镇（街道）等经营主体给予
相应补助；对于产品销售企业（个
体）依据销售额分别补助 3 万元、5
万元，对于线上销售企业（个体）
按成交额每单补贴 0.5 元、年补助
约 5 万元等。仅 2022 年，全县累计
发放各类荞麦补助资金近 2000 万
元，其中种植补助 1235 万元，加工
生 产 补 助 200 多 万 元 ，销 售 补 助
300 多万元，荞面饸饹产业补助 200
多万元。

同 时 ，淳 化 县 推 动 一 产 增 规
模，加大补贴调动群众种植荞麦积
极性，扶持 7100 户群众发展荞麦种
植 4 万亩、产量达 600 万公斤，其中
脱贫户 1648 户，亩均增加群众收益
1000 元以上。出台招商引资优惠
政策和奖励办法 ，推动二产扩产
能，先后引进淳荞菇、丝路兴淳等
10 多家深加工企业，推动荞麦功能
性产品研发，全年荞麦生产加工能
力达 300 吨以上，带动群众人均务
工增收 9000 多元。

线 下 发 展“ 荞 乡 遇 ”淳 化 饸
饹、“卜家乡村饸饹”等加盟连锁

店 近 100 家 ，新 发 展 饸 饹 餐 饮 店
240 家；线上打响“一碗淳化荞面
饸饹”品牌，发展荞麦产品线上销
售门店 30 多家，去年实现销售额
过亿元。

截至目前，淳化县已成功举办
了首届荞麦产业大会暨荞面饸饹
文化旅游节 ，并与东方航空公司
洽谈设立航空餐 ，开展淳化荞面
饸饹制作技艺大赛、荞麦产业发
展高峰论坛，推出 3 条精品旅游线
路，签约总投资 2.7 亿元的荞麦产
业项目 5 个，荣获“陕西荞面饸饹
之乡”美誉。

淳化县积极融入秦创原创新
平台和成果转化先行区建设，与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共建荞麦产业研
究院、咸阳市荞麦产业科技试验示
范基地等，全面启动荞麦特色产业
三 产 融 合 科 研 示 范 项 目 ，“ 西 农
9978”“秦荞三号”等 10 多个新品种
试种成功，荞麦醋、荞麦茶、荞面饼
干、荞面挂面、荞面饸饹方便面等
健康功能食品投放市场。设立 1 亿
元特色产业引导基金，创新“荞麦
贷”金融服务产品，推动生产、销
售、信用综合试点，全力推动荞麦
产业发展壮大。

淳化荞麦：做大产业助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