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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陕西日报社主办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基 层 见 闻基 层 见 闻

为持续提升科技对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

定供给的支撑作用，助力乡村振兴，日前，省农业

农村厅发布了 2023 年关中灌区耕地周年小麦玉米

单产“吨半田”集成技术、夏玉米耐密宜机收生产

技术、水稻“两增一控”高产栽培技术等 13 项农业

主推技术。本期《乡村振兴》专刊将聚焦其中 4 项

技术，围绕科技在提高农作物品质和性能、增加农

作物产量、推广科学栽培方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集中展现我省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服务“三农”

的生动实践和成功典型。
04版

初夏西安，草木葳蕤，繁花似
锦。

5 月 17 日，在主持中国—中亚
峰会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听取
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并发
表重要讲话。

殷 切 关 怀 指 明 前 进 方 向 ，巨
大 鼓 舞 激 发 奋 进 力 量 。 三 秦 大
地 干 部 群 众 聆 听 总 书 记 重 要 讲
话 、感 悟 总 书 记 深 刻 思 想 ，更 加
信 心 满 怀 、斗 志 昂 扬 ，纷 纷 表 示
要 以 新 的 担 当 、新 的 作 为 、新 的
气象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的陕西篇章。

创造新特色 拓宽新渠道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
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必须逐步
缩小城乡差距。”

新时代 10 年，总书记始终念兹
在兹。

“我在汇报会现场聆听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鼓舞、倍感
振奋。”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孙矿玲
说，“习近平总书记每次来陕考察，

都对‘三农’工作倍加关心。我们
将深入学习、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 ，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
上，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围绕做好

‘土特产’文章，加快苹果、乳制品、
茶叶、食用菌等九大现代农业全产
业链建设，延长产业链条，促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培育更多‘小木耳、
大产业’式的区域优势产业，扎实
推进特色现代农业建设，加快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农民致富取
得新实效，使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

感更强。”
发展县域经济是繁荣农村经

济的重要保证。
陕南山区是秦巴山区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的核心区之一。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商洛、安
康，实地察看乡亲们脱贫情况。

“从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的陕西篇章，总书记的关怀让
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丹凤县
委书记郭安贵说，“我们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围绕全省‘三个年’活动部
署，立足实际、勇于担当，做大做强
丹凤葡萄酒、文化旅游、中药康养
三大特色主导产业，奋力打造百亿
级产业集群，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5 月 18 日，绥德县张家砭镇郝
家桥村热闹非凡。一拨拨游客从
村游客接待服务中心出发，参观红
色景点、聆听红色故事、参与乡村
劳作、品尝特色美食，感受这座黄
土高原红色山村的独特魅力。

（下转第七版）

殷切关怀指明前进方向 巨大鼓舞激发奋进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雨后初晴，蓝田县普化镇李家沟村的花椒
长得越来越好。

5 月 12 日清晨，李家沟村花椒种植大户王
会族像往常一样，起床后匆匆忙忙地套上干活
的衣服，就往花椒园里赶。

一路上，都是一片挨一片的花椒园，一串串
绿得发亮的果实挂满枝头。微风吹来，阵阵椒
香扑鼻。“每天站在山头望一望，我就浑身充满
了干劲。这些花椒树上长的不只是花椒，还是
我们增收致富的产业和希望。”看着眼前的一
切，王会族别提有多高兴了。

刚下过雨的花椒地，一踩一脚泥。王会族
顾不上这些，到了自家地头后，他先刨开近处的
土层，看一下墒情，又凑近一棵花椒树细细地看
了几遍，确定树叶和果实上没有蚜虫后，他才放
下心来。

“眼下，花椒正值速生期，也到了落粒最严
重的时候。做好蚜虫防治，才能有效减少落粒，
可以为接下来的增产增收打好基础。”王会族
说，由于前几天的阴雨天气推迟了最佳防护时
间，所以这两天得抓紧进行病虫害防治，再晚的
话就会影响产量和品质。

王会族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开始栽植花
椒，是李家沟村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为此，他
曾遭到村民的嘲笑和质疑。“那时候家家户户都
种小麦，我栽种了 3 亩花椒树，被人看成是不务
正业，说花椒能把我一家 5 口养活了？”王会族
不信邪，“不管别人怎么说，为了改变一家人的
生活，我就认准这个产业，还要一直干下去。”

2000 年，当其他村民种植小麦亩收入只有
300 多元的时候，王会族的一亩花椒已经卖到
了 1000 多元。看着眼前活生生的例子，当初
的 嘲 笑 声 、质 疑 声 没 有 了 ，大 家 纷 纷 向 他 请
教。王会族不计前嫌，又是送苗子、又是跑地
头，并将自己这些年总结的经验毫无保留地
教给村民。

因为踏实肯干爱学习，王会族的花椒作务
技术远近闻名。在他的带领下，李家沟村越来
越多的村民开始栽植花椒。目前，李家沟村花
椒面积达 2200 余亩，家家户户依靠花椒过上了
好日子。

这么大的面积，销路咋办？“一点都不愁，县
上、镇上一直非常重视我们村的产业发展，在政
策、资金、销路等方面给予多种支持和帮助。而
且我们村环境优美无污染，产出的花椒颗粒饱
满、颜色鲜艳、味麻气香。这些年经过口口相传，
深受客商欢迎。”说起这些，王会族满脸笑意。

防虫、防病、保果、抹芽……这些活一样都
不能落下。想到这儿，王会族手底下的动作愈
发快了，“现在，我们家开了个小超市，盖起了小
洋楼，这花椒种出来的‘椒麻’生活美滋滋的，带
劲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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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串葡萄疏穗，从穗尖向上数，最多留上
六七层，其他包括副穗在内全部剪掉”。5 月 16
日，在大荔县两宜镇一处大棚里，“田秀才”党天
思（右二）正在给群众传授葡萄管理技术。

眼下，正值大棚葡萄管理关键期，两宜镇组
织镇村“农技员”“土专家”“田秀才”深入田间地
头，指导群众科学管理葡萄，为增产增收打下坚
实基础。 李世居 吴强 康旭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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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忙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