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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值汉中市水稻种植的关键时期，农民抢抓时节插秧的身影随处可见。图为 5 月
24 日，南郑区梁山镇南寨村村民在田间插秧。 汤江 摄

立夏过后，骊山脚下，西安市
临潼区 8 万余亩石榴花陆续开放，
田间地头处处展现着蓬勃生机。
5 月 19 日，在临潼区石榴红生态科
技园，果农们正抢抓农时，开展防
病治虫、疏枝透光等管护工作。

“疏枝掐芽，就是让石榴树能够
更好地开花结果。如果不抹芽，新
芽就会吸收掉果树的养分。”作为临
潼石榴产业发展的“领头雁”——园
区负责人王勋昌围绕石榴打转了十
多年。在他看来，提升石榴产业价
值，必须靠科学的管理和高质量的
品牌打造。也正是因为掌握了这个

“秘诀”，王勋昌的果园里，优质鲜果
一颗能卖15元以上，每年果子在成
熟前就被客商订走了。

“我们利用残次果生产石榴
酵素菌肥，撒进土壤能改善土质
肥力与微量元素环境，喷在果面
上能提升石榴的美观程度和防病
虫害的能力，同时也减少了农药
化肥投入。”这些年，王勋昌一直

在石榴产业绿色发展上想法子。
在 2022 年“大国农匠”全国农民技
能大赛中，他获得了种养能手类
作物种植二等奖。

作为当地有名的“土专家”，
王勋昌的石榴园已发展至 1100 余
亩，形成集种源引进、良种繁育、
休闲观光和标准化生产于一体的
现代农业格局，并采用“基地+果
业合作社+电子商务”运营模式，
打造了年轻化品牌“宠爱榴榴”和
中高端品牌“百富瑞”，实现了从

“卖产品”向“卖品牌”的转变。
“去年，我们园区 1 亩石榴卖

了近 2 万元。”在园区干活的果农
寇金玉从树下探出身子说，“我在
园区上班，每个月工资3000元呢。”

石榴品种、栽培模式、管理技
术全面升级成为临潼果农的新选
择。“标准化种植、规模化生产、品
牌化经营，让石榴果形、酸甜度、含
糖量等得到市场认可。”寇金玉说。

多年来，在王勋昌等乡土人才
带动下，目前临潼区石榴种植面
积 8 万余亩，年产优质石榴 8 万余
吨，区内石榴生产销售企业、专业
合 作 社 60 余 家 ，石 榴 种 植 户 近
8900 户，超过 5 万人从事石榴相关
工作，产业年产值超 5 亿元。

为何石榴能在临潼扎下根？
临潼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刘军鹏道
出了缘由：海拔 400 米至 1000 米的
骊山丘陵地带高度适宜，既确保
了石榴的品质，又避免了石榴冻
害的发生。此外，临潼境内还有
大小河流 10 多条，水质良好，给石
榴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除了自然条件优越，近年来临
潼区按照“提高石榴品质、增加农
民收入”的思路，以现代石榴种植
技术为支撑，以品牌化为抓手，让
石榴老产区焕发出发展新活力。

2020 年，“临潼石榴”区域公用
品牌正式发布；2022 年，临潼区颁
布了石榴产品的等级标准实施规
范，并首次发布三个等级果品的专
属标识。自此，有着2000多年栽植
历史的临潼石榴有了等级标准。

“时至今日，临潼石榴已经不
只是农产品，更是一种具有鲜明本
土特色的文化产品。”刘军鹏介绍，
以“临潼石榴”为题材的画作、美
文、文创产品层出不穷，同时以石
榴为媒介开展的各种形式的商贸
活动，也极大促进了石榴产区的经
济繁荣。石榴正成为临潼重要的
旅游元素，以此为主导的休闲体验
园等农旅融合项目日益成熟。

石榴花开别样红
本报记者 黄敏 通讯员 王三合

本报讯 （记者 张恒） 5 月
26 日，西安市长安区供销为农服
务中心成立，这也是西安供销社
系统成立的首家为农服务中心。

据了解，去年以来，长安区供
销联社全面优化、提升供销系统
职能，推进“社企分开”，为进一步
完善、创新为农服务举措，提升为
农服务能力。今年5月以来，长安
区供销联社通过在西安全市率先
完善为农服务体系，启动了 17 个
为农服务中心；筹备 2000 万元发
起成立助农公益基金，实施 1000
亩土地托管，闯出了服务“三农”
新天地，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贡献了供销力
量、发挥供销作用。

该中心由长安区供销联社投
资 800 万元建设，占地 1531 平方
米，服务中心内设庄稼医院、化肥
农药库房、化肥农药门市部及专
业服务小组和专业技术人员。中
心以服务“三农”为宗旨，根据农
民需求实现智能配肥、农资直供、
农机服务、大田托管、农民培训、
统防统治、乡村治理等功能，通过
专业化服务帮助农民降低生产成
本，推动当地农作物的标准化种
植，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为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发挥积极作用。

西安供销社系统首家为农服务中心成立

本报讯 （记者 黄河） 连日
来，由省种子工作总站站长范东晟
带队，成立以西安、咸阳、宝鸡、渭
南、韩城、杨凌种子站负责人，小麦
育种专家及种业企业负责人组成
的专家组来到咸阳市，开展小麦核
心品种展示评价考察观摩。

5 月 23 日，专家组先后观摩
了淳化县石桥镇秦庄村、礼泉县
烟霞镇、西张堡镇和市级骨干品
种展示的 52 个（次）小麦核心品
种展示田。目前从整个展示田表
现来看，全市小麦长势良好，丰
收在望。

在田间地头，通过实地看、现
场比，专家组成员一致认为，今
年咸阳市试验管理规范化、标准
化程度高，各品种特征特性得到
充分展示，下一步将通过测产量

定，筛选出适宜全市种植的优良
小麦品种，为秋播科学制定品种
区域布局意见打下坚实基础。

5 月 22 日至 26 日，省品审会
小麦专业委员会专家组对咸阳市
三原县、淳化县、长武县、乾县、
兴平市 5 县（市）承担的小麦品种
审定试验及比较试验进行了田间
考察鉴定。

专家组一行对咸阳市不同点
位 参 试 品 种 的 株 型 、穗 型 及 倒
伏、冻害、病害等综合抗性等主
要性状表现，进行现场详细查看
记载并综合打分，同时对试验设
计、田间管理给予充分肯定。后
期将通过专家组田间鉴定、综合
打分、后期考种、数据分析等方
式，为全省小麦品种审定提供准
确可靠试验数据。

省种子工作总站

开展小麦核心品种展示评价考察观摩

“这是今年第一季春蚕，再过
几天就开始出茧了，这些蚕宝宝
就能变成‘金元宝’了。我们合作
社养了 50 多张春蚕，向蚕农发放
了 220 余张，基本都已进入适龄蚕
阶段。”5 月 25 日，旬阳市麻坪镇
李家河村兴亿蚕桑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王兴义开心地说。

在麻坪镇，只见一片片桑园
郁郁葱葱，大片大片的桑树整齐
排列。成片的桑园里，蚕农们正
忙着采摘桑叶。在兴亿蚕桑专业
合作社标准化蚕房中，春蚕啃食
着新鲜的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
声音。

种桑养蚕，是李家河村由来
已久的传统。以前，村民们靠着
田埂上的几排桑树，在自己屋里

养上几箩筐春蚕，到了夏天把茧
卖了，换上几斗粮食。如今，不仅
有 春 蚕 ，还 有 夏 蚕 、秋 蚕 和 晚 秋
蚕，村民能养三四季蚕。

李家河村杨进德夫妇介绍：
“我们种桑喂蚕几十年了，现在种
植了 8 亩桑树，镇上免费提供桑
苗。每年喂 3 季蚕，喂出来的蚕茧
根本不愁卖，有专门的供销社和
村 里 的 兴 亿 合 作 社 负 责 收 购 蚕
茧，一年能卖三四万元。今年政
府还免费给我们发放红薯秧子，
我在桑园里套种了 5 亩红薯，实现
土地双利用、双丰收。”

养蚕是个技术活，为强化技
术配套，麻坪镇成立了蚕桑产业
技术服务队，加强对蚕桑产业的
技术指导，不仅在桑园管护、大蚕

饲养上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持，并
且将蚕桑产业发展走上“多种经
营、综合利用”的发展途径，通过
桑园套种黄豆、红薯、土豆，既提
高土地利用率、桑园综合效益，也
为蚕农创收增加了一个新的种植
模式。今年，麻坪镇政府统一育
苗 ，免 费 为 蚕 农 发 放 红 薯 秧 子 。
截至目前，全镇桑园共实现套种
1500 余亩。

近年来，麻坪镇高度重视蚕
桑产业发展，通过政策帮扶、资金
扶持、外出学习考察、技术引导、
新建及低产桑园改造等方式，不
断扩大优质桑园面积，着力培育
蚕桑产业大户，培养技术人才，激
发蚕农种桑养蚕积极性，持续带
动农户增收致富。

种桑养蚕 乡村振兴有“丝”路
通讯员 沈亚萍 记者 李冀安

本报讯 （刘亚妮 于胜利 记
者 黄河） 5 月 26 日，记者了解
到，近年来旬邑县围绕做好“土
特产”文章，扶持村集体经济发
展 壮 大 ，促 进 镇 域 产 业 协 调 互
补、融合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提质增效，带动了村集体经
济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旬 邑 县 郑 家 镇 立 足 镇 域 实
际，按照“菌禽药果菜”循环发展
的思路，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积极引导各村以土地资源和大棚
建设入股企业，参与分红，每年可
分红 1 万元至 4 万元不等，通过

“输血”激发村集体经济的“造血”
功能，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

“ 村 上 采 用‘ 党 支 部 + 合 作
社+企业+农户’的发展模式，借

助国家支持农业产业的利好政
策，建设蔬菜大棚 50 座，解决了
产业发展规模小、布局散、品质
低的突出问题。群众通过土地流
转和就近务工，人均月收入增加
1000 元左右，村集体每年也有 3
万元的收入。党支部带领群众致
富的信心更足了，劲头更大了。”
郑家镇席家村党支部书记郑胜
利说。

近年来，旬邑县郑家镇在原
有 91 座蔬菜大棚的基础上，先后
建成果蔬种植大棚 5000 余座，种
植香菇、葡萄、油冬菜、西红柿等
时令果蔬，优化了产业结构，延
长了产业链条，带动了群众多元
化增收，村集体无收入的“薄弱
村”全部清零。

旬邑县

带动群众多元化增收

本报讯 （记者 张恒） 5 月
28 日，以“羊奶健康中国，奶羊振
兴乡村”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羊
乳文化节在西安市阎良区举办。
本次活动旨在依托阎良区域羊乳
产业发展优势，聚焦打造奶山羊
全产业链，推动乳业高质量发展。

活动期间，陕西秦龙乳业集
团举行科技成果发布。来自陕西
师范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科技大学的三位乳业专家分
别作了羊乳初粉新产品、0 乳糖
类羊奶粉新产品和发酵型乳酸菌
羊奶粉新产品营养研究说明。秦
龙乳业集团与“宝贝天下”签订

“欧蓓尔”战略合作协议。
本届羊乳文化节推介了羊乳

名 优 产 品 、打 造 了 羊 乳 知 名 品
牌、助推了乡村振兴，实现了产

业、文化、经济与旅游的有机结
合，全省千亿级羊乳产业链龙头
企业——秦龙乳业集团将着力培
育壮大特色奶山羊产业，实现一
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以奶山羊产
业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中国羊乳基地”阎
良目前拥有6个标准化养殖场，奶
山羊存栏 4 万只左右。全区共有
11 个 羊 乳 加 工 企 业 ，占 全 省 近
30%；羊乳加工企业年设计产能16
万吨以上，年设计产值过百亿元，
占全省的50%，占全国的30%。

下一步，阎良区将不断加快推
进羊乳全产业链“补链、强链、延
链、稳链”，积极构建以加工业为中
心、上下游融合发展的现代羊乳产
业体系，到 2025 年，力争全区羊乳
全产业链产值达到百亿元。

第二届中国羊乳文化节

在西安阎良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