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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佳 何明鸽） 5 月
27 日，笔者获悉，近年来乾县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充分
挖掘地域资源优势，以特色产业
为支撑，积极整合资源，做足做活

“土特产”文章，助推乡村振兴高
质量发展。

立足资源禀赋，做好“土味”
文章。乾县立足本土资源优势，
开发乡土资源，探索适合自身发
展的“土味”路线，深度挖掘特色
产业、传统文化、地方习俗、非遗
文化等“土味”产业，打造了一批

“漠西大葱”“乾县香菜”“泔河酥

梨”特色品牌，蛟龙转鼓、弦板腔
等非遗文化产业，工艺葫芦、民间
剪纸等古老艺术，乾州四宝传统
小吃等。同时，该县深入挖掘乡
土人才资源，组建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果蔬“土专家”、民间手
艺人等乡土人才队伍，引导乡土
人才带动产业发展，带领技艺传
承，带动群众致富。

聚力差异发展，擦亮“特色”品
牌。乾县按照“质量兴农、绿色兴
农、品牌强农”的发展思路，坚持在
农产品的规模、质量上下功夫，深
入实施品牌强农工程，大力培育区

域公共品牌，积极开展农产品品质
品牌认定，壮大绿色、有机、地理标
志等农产品规模，突出地域特色、
产业特色、产品特色，不断提高农
产品的市场核心竞争力，切实把

“好资源”转化为“好品质”，把“好
品质”转化为“好品牌”，全力打造
一批美誉度高和市场竞争力强的
特色农业品牌。目前，全县累计认
定“两品一标”农产品 24 个（其中
绿色食品 20 个，“乾县漠西大葱”

“乾县香菜”“泔河酥梨”获得国家
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农产品，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 1 个），认证面积 110

万亩。
打造优势集群，延伸“产业”链

条。乾县积极实施村集体经济壮
大、产业集群等产业项目，通过发
放产业补助、集体资产入股分红、
发展优良品种、完善园区基础设施
和配套设施等方式，实现乡村种植
养殖产业集约化、标准化、品牌化，
提升市场竞争力。积极培植壮大
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实现乡
村产业“聚产成链”“抱团发展”，
促进乡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确保
群众稳定增收致富。

目前，全县已形成了“两横两

纵产业示范带”（“两横”为 312 国
道、108 省道沿线；“两纵”为乾武
路、乾兴路沿线）为重点区域，大
力发展万亩大葱生产基地、万亩
香 菜 和 菠 菜 等 特 色 露 地 蔬 菜 基
地、万亩设施蔬菜生产基地的三
大蔬菜基地，北部 10 万亩双矮苹
果产业园区，西部 10 万亩果业绿
色长廊产业园区，中南部奶山羊
产业示范区域，打造出产业布局
清 晰 、带 动 效 益 明 显 的 苹 果 、蔬
菜、奶山羊三大特色产业集群，培
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走出了高
质量发展新路子。

5 月 31 日是府谷县大昌汗镇赶集
的日子。上午9 时，刘三石岩村集体合
作社工作人员赵小明向往来群众介绍
面粉加工厂自磨的全麦面。

“这是咱村生产的自磨面，选用
内蒙古河套的优质小麦，不添加任何
防腐剂，是原原本本的小麦味道。”赵

小明面前十几袋自磨全麦面很快销
售一空。

今年以来，大昌汗镇政府持续加
大对村集体经济的管理力度，逐个分
析集体经济利润少的主要原因，结合
各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特点制定详
细的提振计划。刘三石岩村集体经济
合作社的鑫昌源面粉加工厂在这次提
振计划中就有了新规划新方向。

大昌汗镇党委研究发现，该村合
作社面粉加工厂虽然面粉优质，但宣
传点不突出，没有特色，销售仅仅依
托辖区企业，短期内有很好销量，但
时间一长劣势就显现出来。

过去，大昌汗的群众对亲戚们捎
回的内蒙古河套面粉记忆深刻。为了
让集体经济长远发展，刘三石岩村自
磨的面粉选用内蒙古河套优质小麦，
不加防腐剂、不加增白剂，产品侧重

“乡土味”。产品一经推出，辖区企
业、群众纷纷联系刘三石岩集体合作
社购买自磨面粉。

目前，刘三石岩集体经济合作社
得到企业订单 3 个，群众上门购买数
量越来越多。下一步，刘三石岩村将
扩大产品宣传，把产品打造成为当地

“新名片”，为村集体经济长足发展注
入新的动力。

省农学会“送技术、送农资、送服务”活动

在泾阳县举行
本报讯 （张海明 张浩）5 月 31 日，陕西省农学会、陕

西省农业农村厅机关党委、陕西省园艺站联合开展全国
科技工作者日“送技术、送农资、送服务”活动。此活动
在陕西省园艺站党员基层活动示范点——泾阳县云阳镇
泾富民设施农业示范园进行。

省农学会、省农业农村厅、咸阳市园艺站、泾阳蔬菜
产业服务中心相关领导及部分企业代表参加了此次活
动。泾阳蔬菜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泾阳县农业生产
特色及蔬菜产业的特点及优势，省园艺站相关负责人介
绍了设施农业“三改一提”技术。

活动现场，省农学会分别授予泾阳蔬菜产业服务中
心、咸阳市园艺站、省园艺技术工作站陕西省农学会科
技志愿服务科普服务队队旗，并为专业合作社发放技术
资料。陕西省微生物研究所教授陈志杰讲解大棚蔬菜
的管理技术。参会企业进行了企业及产品介绍，并发放
产品。

省农学会、园艺站领导及专家先后参观了示范园区
西红柿、甜瓜等蔬果种植大棚，同时就种植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技术交流和指导。

千阳县核桃喷粉授粉新技术

试验成功
本报讯 （记者 黄敏） 5 月 31 日，记者从千阳县林业

局了解到，由宝鸡市林业工作中心站和千阳县林业工作
站、千阳县美丰核桃园共同研究的核桃新品种喷粉授粉
新技术通过试验取得成功，并得到实施推广。

据了解，该技术是提前采集新品种核桃雄花，利用
先进技术进行花粉提取并科学保存，在授粉前先将授
粉树的雄花摘除，只保留雌花，以确保品种纯正。授粉
采用人工方法进行，先将花粉伴侣和花粉按一定的比
例均匀混合，最后采用静电喷粉机进行作业。喷粉授
粉技术科学先进，工作效率高，授粉速度是以前利用传
统授粉枪人工授粉技术的 50 倍以上，同时坐果率提高
30%以上。对于北方地区核桃主产区新品种推广和核
桃遭遇霜冻后二次开花无雄花的现象，这项技术显得
尤为重要。

本报讯 （鱼玉军 王霞）5 月底，
榆林市榆阳区冬黑麦进入抽穗拔节
的关键时期。近日中国农业大学教
授、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
王显国再次来到榆林市榆阳区，在牛
家梁镇高家伙场的飞霞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试验基地，现场考察冬黑麦
长势情况并进行指导。

“冬黑麦+青贮玉米”高效种植模
式是中国农业大学近年来在榆阳区探
索试验种植的“一年两收”新模式，就
是头一年秋青贮玉米收获后播种冬黑

麦，第二年 6 月上中旬冬黑麦收获后
立即复种青贮玉米。

“与常规相比，青贮玉米迟种半
个月左右，但只要水肥管理及时，晚
种几天不会明显影响青贮玉米秋季
的产量。”王显国说，冬黑麦抗寒性
强、返青早、品质好，整个生长期都不
用农药防治杂草，减轻了农田环境污
染。同时，秋种冬黑麦可以增加冬春
农田地表覆盖度，减少土壤风蚀、土
地沙化等，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
加优质饲草供给，又具有明显的生态

效益。
飞霞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家

种养结合的企业，现流转耕地 600 多
亩，主要种植苜蓿和青贮玉米，为公司
280 多头肉牛提供优质粗饲料。合作
社负责人薛亮飞介绍：“去年冬天试种
了冬黑麦，按照目前长势，仅一茬黑
麦，每亩就可以增收600 元~700 元。此
外，麦类饲草和全株青贮玉米复合饲
喂的种养模式，既能保证饲草品质，又
降低了饲养成本，高效增产的同时，明
显提高了合作社的经济效益。”

5月24日至26日，永寿县举办第二十届槐花旅游
文化节，县供销社组织龙头企业、合作社参加农产品
展销。通过发放宣传册、讲解、直播、展示、品尝等方
式宣传推介销售农产品。图为5 月24 日，游客在展位
上选购农产品。

通讯员 李建龙 摄

乾县：“土特产”成增收致富“金钥匙”

让合作社产品更有“乡土味”
鱼玉军 康少东

榆阳探索饲草种植新模式——

“冬黑麦+青贮玉米”一年两收

5 月 30 日，在汉阴
县城关镇前进村农民专
业 合 作 社 猕 猴 桃 产 业
园，技术人员指导果农
为猕猴桃剪枝绑枝、浇
水除草。

近年来，汉阴县城关
镇因地制宜发展猕猴桃
超过 3000 亩，部分猕猴
桃产业园已实现连年丰
产，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
渠道。

记者 李冀安 通讯
员 张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