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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敏）6
月12日，记者从旬阳市林业
局了解到，近年来旬阳积极
发展“庭院+”模式，引导群
众以庭院为载体，因地制宜
做活“家庭经济”大文章，并
与生态环境、特色产业、乡村
旅游等有机结合，不断壮大
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目 前 ，旬 阳 已 探 索 出
“房前屋后利用好、多种经

营 收 入 好、干 净 整 治 环 境
好、崇德向善家风好、示范
引领效果好”的“五好庭院
经济”模式，并在全市 21 个
镇 铺 开 庭 院 经 济 建 设 ，相
继建成示范镇 1 个、示范村
43 个、示范户 1.1 万户，实
现户均增收 1 万元以上。

近几年，旬阳市林业局
立足“强烟畜、扩芋菜、兴林
果、稳粮油”发展规划，灵活

运用长中短结合、多种经营
互补等产业优势，按照“一
镇一业、一村一品、一户一
策”的思路规划布局，并针
对居住环境、劳动力结构、
土壤气候、农民意愿、技术
特 长、种 植 习 惯 等 综 合 把
脉，精准规划，培育出一批
具有地域特色的小而精、散
而众的“庭院经济”大群体。

如今的旬阳，已形成冬

青狮头柑、薛家湾樱桃、弥
陀寺拐枣、两岔河枇杷、羊
山民宿、水泉坪油菜等“庭
院经济”品牌村，市场竞争
优 势 和 发 展 势 头 愈 加 强
劲 。 同 时 以 做 优“ 土 特
产”，探索多元化“庭院+”
方 式 ，把 种 植 园 变 成 观 光
园、采摘园、体验园，不断
为 特 色 产 业 增 效、农 户 增
收打造新的增长点。

旬阳：“庭院+”模式做大特色优势产业

6 月 10 日，在黄陵县店头镇建
庄村的陕西省北苍术育苗科技示
范基地里 ，一株株苍术苗长势良
好。产业致富带头人朱忠孝正在
和村民给苗圃除草松土。

示范基地的种质资源科研试
验田里，试种着来自多个省份的 90
个苍术样本，可以为苍术种苗的优
选优育提供参考。苍术与大豆、玉

米等粮食作物“粮药套种”，与丹
参、艾草等中草药“药药套种”等多
种试验同步进行，是对水肥一体化
粮药融合生产的探索试验。

基地的北苍术种质资源圃里，
种子直播、根茎分株繁育、野生芽头
扦插三种基因稳定试验成果显现，从
源头上保障了苍术品质，建庄村道地
苍术“产学研”基地已经初具规模。

2016 年，当玉米还是建庄村主
要产业时，朱忠孝就开始带领 21 户
村民试种苍术并获得成功，当时每公
斤40元的收购价让村民纷纷加入了
苍术种植大军。到了 2019 年，建庄
村苍术种植面积达 1000 多亩，年产

30吨，收购价格上涨到每公斤55元。
2022 年，建庄村苍术种植已经

发展到 200 余户 3000 余亩。店头镇
因地制宜，紧抓机遇，与陕西师范
大学西北濒危药材资源开发国家
工程实验室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为
建庄村提供苍术专项技术服务和
品质保护研究。朱忠孝持续发挥
致富带头人的“传、帮、带”作用，成
立了黄陵县忠茂药材种植专业合
作社，联合村集体打造了百亩苍术
育苗基地，并在工程实验室的技术
支持下，建起了“产学研”实验室。
技术支撑起药材好品质，苍术收购
价格也上升到每公斤 85 元。

朱忠孝介绍：“百亩苍术育苗
基地明年就可以移栽 750 亩，育苗
基地产值 450 万元左右。”为持续壮
大村集体收入，建庄村研究制定了

“4+4+1+1”集体分配模式，即纯利
润 收 益 40% 用 于 村 集 体 再 收 入 ，
40%用于村级公益事业和公共服
务，10%用于全体村民分红，10%用
于村组产业能人的激励保障。

“我想利用房前屋后的土地多
种苍术，把院子也打造成小药园，
提升家庭收入。”村民韦建国说。
目前，全村 200 余户村民发展庭院
经济，共计种植苍术 40 余亩，预计
产值可达 120 万元。

今年，建庄村积极创建黄陵苍
术国家地理标志和品牌商标，打造
全省苍术繁育种植省级标准和产
地趁鲜加工省级标准，建设 1200 平
米种苗繁育日光棚、产地趁鲜加工
场和高标准种植基地 800 亩，示范
带动发展道地苍术 6000 亩。

“我们努力将建庄片区打造为
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道地苍术研
发繁育种植销售及文化体验产业
基地，将现有苍术价值提高至每公
斤 150 元左右，带动全村 300 余户
村民人均增收 5000 元。”建庄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海灵信心
十足地说。

黄陵县：小苍术成就产业链
姜涛 曹海军 本报记者 杨磊

连 日 来 ，蒲 城 县 龙 阳
镇 1.8 万 亩 大 田 西 瓜 陆 续
成 熟 上 市 ，吸 引 了 多 地 的
客商前来收购。6 月 7 日一
大 早 ，在 蒲 城 县 龙 阳 镇 望
溪 村 ，大 片 的 瓜 田 依 次 排
列，翠绿的藤蔓间“躺”满
圆 滚 滚 的 大 西 瓜 ，煞 是 喜
人。瓜农韩生财和村民正
忙着采摘、搬运、装车。

“我种了 5 亩西瓜，一
亩产量 6000 斤至 7000 斤。
龙阳镇是县上大田西瓜的

主产地，由于西瓜品质好，
从每年 5 月开始，来收购西
瓜的各地客商络绎不绝。”
韩生财说。

在龙阳镇店子村，今天
发往重庆市场的西瓜即将
装满发车。重庆客商祝小
红说：“我来这 1 个多月了，
两 天 发 一 车 ，主 要 城 市 是
重庆、贵阳。”

店子村西甜瓜种植面
积 5000 余亩，其中 90％都
是 大 田 西 瓜 ，村 上 充 分 发

挥 牵 线 搭 桥 作 用 ，通 过 招
引客商、直播带货等方式，
积 极 拓 宽 销 售 渠 道 ，让 群
众增收有保障。

龙阳镇店子村党总支
书记刘长河介绍：“目前西
瓜基本销售 70％左右。前
期村两委组织代办积极给
客 商 发 出 邀 请 函 ，尽 早 销
售。”

近年来，蒲城县龙阳镇
积 极 调 整 西 瓜 产 品 结 构 ，
持续做好西瓜新品种的引
进、示范，推广高品质、高
附 加 值 的 优 良 品 种 ，种 植
效益明显提高。全镇西甜
瓜种植面积 5.6 万亩，镇域
内大田西瓜 1.8 万亩，品种

以 甜 王 系 列 为 主 ，销 售 市
场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
湖南、湖北、四川、重庆等
地，年产值约 1.12 亿元。

“ 眼 下 正 值 龙 阳 镇 西
瓜、甜瓜成熟上市的季节，
镇上积极做好西甜瓜销售
服 务 工 作 ，成 立 西 甜 瓜 销
售 协 调 服 务 工 作 领 导 小
组，联合市场监管所设立维
权投诉点，受理调处西瓜、
甜瓜销售纠纷。下一步，镇
上还将对辖区内瓜果产销
情况进行实时跟进服务，加
强质量监 管 ，提 升 营 商 环
境，打造龙阳西瓜品牌，保
障群众的‘钱袋子’。”龙阳
镇镇长吴晓璇说。

大大的西瓜“甜甜”的产业
王军锋 张帆 陈帅

本报讯 （通讯员 鲁一
民 记 者 韩小珍） 6 月 15
日，在扶风县绛帐镇侯家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田间地
头，村民忙着捡拾麦穗，大
型播种机来回穿梭，开沟、
施肥、撒种、覆土……

“三 台 播 种 机 齐 上 阵 ，
一天能播种 240 多亩，今天
开始播种，再有一天就播种
结束了。”合作社负责人侯
小军介绍。据了解，为防止
土地撂荒，侯家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流转土地 450 亩，种
植小麦和玉米。近日，小麦
丰收后，根据气候条件，开

始种植玉米，今年主要种植
“延科 338”“军育 228”两种
优质玉米品种，预计产值达
30 多万元。

近年来，扶风县绛帐镇
采取单机流转、全程托管、
代耕代种等多种形式，种足
种好秋粮作物，确保全年粮
食面积稳定。大力推广玉
米 增 密 度“5335”配 套 集 成
技术、种子包衣、测土配方
施肥、秸秆还田等实用增产
技术，动员群众及时浇灌压
茬水，确保一播全苗。截至
目前，扶风县绛帐镇 3.8 万
亩已全面完成播种。

扶风县绛帐镇

抢墒播种抓农时

本报讯 （胡汉杰 通讯
员 陈小刚 姜国银） 6 月 15
日，在城固县柳林镇草坝岭
村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示范田里，村民忙着挖坑、
播种、施肥、覆土，抢抓有利
墒情抢种玉米和大豆。

农 技 人 员 在 田 间 耐 心
细致地向村民讲解和示范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
式、品种搭配、套种间距、播
种数量、施肥管理、病虫害
防控等关键技术要领，现场
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正 在 指 挥 种 植 的 草 坝
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杨波说：“推广玉米大豆
带 状 复 合 种 植 ，政 府 有 补
贴，土地增效益，农民得实
惠。今年，我们积极向群众
广泛宣传粮食安全及玉米
大豆套种奖补政策，全村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
182 亩。”

近年来，该镇加强对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一地
双收、稳粮增收”等优势的
宣传，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最大
限度发挥土地潜力，实现玉
米不减产、多收一季豆，“一
地双收”的丰收图景。

城固县柳林镇

“一地双收”增效益

本报讯（樊磊 记者 靳
天龙）6月13日，在洛南县古
城镇何村小麦试验田麦收现
场，多台联合收割机正开足
马力在麦田中穿梭忙碌，一
垄垄成熟的小麦被卷进机器，
收割、脱穗一气呵成。

“我们在何村的这片地
种植了 400 多亩小麦，今年
夏收，全程机械化收获，小
麦直接晾晒入库，减少田间
损失。”雄风农机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何超介绍。

据 了 解 ，古 城 镇 立 足
“早”字，突出“快”字，通过强

化宣传指导、机械保障服务、
开展助收帮扶等方面入手，
全力以赴抢收小麦。“镇上通
过应急广播、微信群、网格信
息平台等渠道不间断发布天
气状况，充分动员广大农户
抢抓晴好天气，加快夏收进
度。目前，全镇已投入联合
收割机 10 余台，动员镇村党
员干部 210 余名下沉一线，
帮助群众做好小麦抢收。”古
城镇农业综合服务站负责人
李军说。今年古城镇小麦种
植面积 1.39 万亩，预计全镇
收割小麦800万公斤。

洛南县古城镇

田间小麦抢收忙

全力以赴战“三夏”

6 月 15 日 ，白 河
县构朳镇玉门村 250
亩艾草种植基地迎来
丰收。

据 悉 ，玉 门 村 艾
草一年可收两茬，每
天 可 收 割 新 鲜 艾 草
4000 公斤以上。艾草
将加工成艾草足浴包
销往江苏、浙江、湖北
等多个省份，每亩年
收入可达 6000 元。

孙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