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书记，我家橘子树树干流胶是
咋回事？”“主要是碱性土壤缺铁黄化，
需要及时喷药防治病虫害，适当喷雾
中微量元素肥就可以解决。”……6 月
17 日一早，在城固县桔园镇李家堡村
村委会，驻村第一书记通过电话上指
导村民种植柑橘的技巧。罗磊是城固
县果业局派驻桔园镇李家堡村的第一
书记，自 2017 年 4 月任职以来，已累计
帮助 200 余户村民解决果业种植方面
的难题。

近年来，城固县果业局积极改善
果农生产条件、引进柑橘优良品种、
传授科学种植技术、组建柑橘专业合
作社，带动以李家堡村为主、辐射全
县柑橘主产镇发展柑橘产业，实现了

全县果业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
“我们村有2829亩土地，柑橘种植

面积达76%。以前，橘农步行到柑橘园
采摘柑橘，再通过三轮车运输到街上
零售，遇上雨天路滑，极不安全。县果
业局积极协助，争取园区道路硬化项
目，建设了山地轨道运输线，村里种植
柑橘 20 亩以上的农户达 30 余户。”桔
园镇李家堡村党支部书记鲁忠华介绍。

“在这里务工好，有钱挣、离家近，
活儿简单轻松，每天收入 80 元。”脱贫
户鲁建国在帮扶干部的支持下，与宏瑞
柑橘打蜡厂签订了长期用工合同。这
几年，他收入增加了，日子也越过越有
盼头。

此外，城固县果业局还通过高接

换种和老园重建等改良措施，按照早
中晚熟品种 3:6:1 的比例，大力发展大
分、日南一号等早熟品种以抢占市场
先机，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涨。在李
家堡村 1 至 7 组新建柑橘园实施豇豆
套种技术，在 8 组发展 100 亩山地猕猴
桃园，吸引 20 余户农户进园务工。同
时，在桔园镇刘家营村建成柑橘转型
升级示范村建设项目，该项目成果惠
及 1765 户果农（其中脱贫户 234 户），
受益果园面积近6000亩。

目前，城固县柑橘面积 23 万亩，
年产量 36 万吨，产值逾 10 亿元，综合
效益达 14.4 亿多元，主产区柑橘收入
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70%以上，柑橘
已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要产业之一。

柑橘产业兴 橘农增收忙
本报记者 张恒 通讯员 肖昆 黄麟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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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战“三夏”

本报讯 （记 者 张恒）
6 月 19 日，记者了解到，近日
全国首届黄芪产业大会暨第
四届子洲黄芪产业发展大会
在子洲县举行。大会由国家
卫健委乡村振兴办、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科技司等指导，以

“芪心合力 蓄势共赢”为主
题。全国各地医药界专家、学
者、药企负责人等200余名嘉
宾共商黄芪产业发展之计。

会 议 开 展 了 黄 芪 研 究
院专家工作会暨子洲中药
材产业研讨会、子洲黄芪研
究院专家聘任、产业合作签
约仪式、产销对接等活动。

据介绍，子洲县全力推
动黄芪产业转型升级和高

质量发展，着力构建以良种
选育、标准化种植示范为主
体的黄芪种植体系和以产
地加工、大健康产品开发为
主的生产体系。下一步，通
过 3 年至 5 年，子洲县将建
成全国优质黄芪标准化生
产基地、陕西省中药材精深
加工示范县、榆林市中药材
交易集散地。

截至目前，子洲县黄芪
栽植面积 15 万亩，建成万亩
乡镇 8 个、千亩以上基地 11
个、百亩以上基地 115 个，年
产鲜黄芪 1.2 万吨，年产值达
2.4 亿元，发展出天芪、天赐
等龙头企业 7 家和种植专业
合作社30多家。

全国首届黄芪产业大会

在子洲举行

“以 前 ，修 剪 枣 树 时 枣
芽都废弃了，谁想到如今摘
下来一斤能卖 30 元。”6 月
16 日，延川县乾坤湾镇刘家
山村 69 岁的枣农郝国军感
慨道，“科技的发展，让疏剪
的枣树嫩芽变废为宝。”

“中 国 红 枣 之 乡 ”延 安
市延川县，近年来不断挖掘
红枣产业发展潜力，研发出
以枣树嫩芽为原料的新中
式茶饮“延安枣芽茶”。“延
安枣芽茶”以枣树嫩芽为原
料，于 4 月中旬开始采摘，经
过人工分拣，以传承九道古
法制茶的新工艺研制而成，

“枣芽茶”一经上市便深受
消费者喜爱。

延川县种植枣树 20 多
万亩，红枣品种 60 多个，种
植户约 8500 多户。为大力
推广“延安枣芽茶”，延川县
积极鼓励枣农参与制茶前
期工艺流程，让枣农在枣芽

茶 生 产 中 获 得 更 多 收 益 。
今年以来，延川县把“枣芽
茶”作为枣农增收致富的一
项全新产业来抓，累计投资
200 多万元建设生产厂房，
吸引茶企入驻，扶持本地企
业从事“枣芽茶”生产。

据了解，面对传统优势
的红枣产业延链补链不足、
质量效益不高等发展困境，
延川县在市政府的统筹协调
和牵线搭桥下，引进了陕西
一叶乾坤茶业有限公司等企
业，经过多次实地调研和反
复论证实践，成功研发出了
延川枣芽茶新品。短短一年
多的时间，全县累计有 4 家
企业、6 家合作社、26 个散户
参与枣芽茶的生产，今年累
计收购枣芽 1.25 万余公斤，
加工生产枣芽茶 2500 余公
斤，直接带动枣农增收 3000
多元。枣树变成了茶树，变
成了群众的“摇钱树”。

延川县：枣芽茶成富民新产业

记者 杨磊

6 月 15 日，大荔县苏村镇安监站对全镇百余家黄花
菜加工企业的设备进行了检查。

据了解，苏村镇紧紧围绕黄花菜的产业发展的食品安全规范
要求，对黄花菜蒸脱烘干场所、设施设备、工艺流程等进行了培
训，助力黄花菜产业高质量发展。通讯员 李世居 李晗 摄

本报讯（记者 赖雅芬）6月16日，
记者了解到，为积极应对持续阴雨天
气对宝鸡市夏粮生产和收购工作带来
的不利影响，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
近期，宝鸡市发展改革委主动作为、多
措并举，全力做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

精心安排部署。5 月 30 日下发
夏粮收购通知，6 月 1 日召开全市夏
粮收购工作会议，分析研判形势，研
究制定对策，全面安排部署夏粮收购
工作。

加强价格监测。6 月 1 日启动全
市粮食市场价格动态一周两报监测
制度，加大粮食市场动态分析预判
力度，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确保收

购市场平稳运行。
公布收购网点。在市、县（区）

发改部门官方网站公布全市 12 个县
（区）191 个粮食收购网点信息，方便
群众就近售粮，尽量让数据多跑路、
售粮农民少跑路，为种粮农户提供
优质服务。

抓好质量调查。宝鸡市粮油质
量检测中心派出 2 个调查组，赴东五
县 区 对 连 阴 雨 造 成 的 小 麦 生 芽 占
比、水分、不完善粒等小麦质量情况
进行专题调查，为指导夏粮收购工
作提供数据支撑。

开展督导调研。6 月 5 日，宝鸡
市发展改革委组织专人深入扶风县、

岐山县、凤翔区田间地头，现场查看
小麦长势和受灾情况，与种粮农户沟
通交流，走访部分国有粮食购销企
业、农业合作社和粮食购销经营户，
详细调查了解夏粮收购准备情况及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共同研究制定做
好夏粮收购工作的具体措施。

做到“四个到位”。目前，全市
落实夏粮收购资金 5.69 亿元，腾仓
并库 27 万吨，培训人员 230 人（次），
检 修 维 护 各 类 设 施 设 备 440 台
（件）。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和多元经
营主体收购资金到位、腾仓并库到
位、人员培训到位、设施设备到位，
全力备战夏粮收购工作。

宝鸡：多措并举做好夏粮收购工作

近日，乾县质
监 站 紫 邀 村 助 农
抢收工作队，多措
并举助力“三夏”
生产。

连日来，工作
队 员 深 入 田 间 地
头，帮助困难群众
抢收小麦、菜籽，确
保粮食颗粒归仓。
王涛 记者 黄河 摄

6 月 19 日，在西安市临潼区
栎阳街道齐家村的艾草基地，已
经进入收割期的艾草青翠浓密，
长势喜人。一块艾草地里，伴随
着“唰唰唰”的声音，几名游客正
在边说边笑地割艾草。

“端午节快到了，割一些艾草
回去，送亲戚朋友。”游客程麦莲
说，听说这里有几千亩艾草，特意
驾车赶来采摘。

“我们一般使用机器采收艾
草，但在特殊日子，会提供一些

块地供游客采摘，让大家感受收
割艾草的快乐。”齐家村党支部
书记赵战峰介绍，“2021 年，我们
试种了五六亩艾草，没想到当年
的收益很可观，村民纷纷开始跟
着种植。”

小小艾草，浑身是宝。作为
一种应用广泛的中药材，每年可
收割 3 茬至 4 茬。齐家村通过发
展特色艾草产业，目前带动本村
及邻村种植艾草 3600 亩，并且建
厂开发出艾草系列产品，有艾枕、

艾茶、艾皂等五六十种，市场供不
应求。艾草收割期，每天最多需
要 100 余人务工，每天支付村民务
工费每人 100 元至 200 元，一年光
务工费就支出 80 万元。

车间里，60 岁的村民王梧桐
正在捡拾加工好的艾条。“我种植
了 8 亩艾草，今年第一茬的纯收
入达 1 万元以上。此外，我在厂
里上班，每月工资 6000 元。如果
不是这小小的艾草，我哪有这么

好的日子。”王梧桐告诉记者，他
还要流转土地，种 30 亩到 50 亩艾
草，让日子更好。

“现在艾灸很流行，市场需求
量大，我们将持续增加艾草产品
附加值，多元化发展艾草产业。”
赵战峰表示，“下一步，我们打算
养殖兔子。另外，我们正在对接
各类电商平台，线上线下同步发
展，打造集产品研发、养生保健等
于一体的艾草产业链，让更多的

群众增收致富。”
随着端午节的临近，除了艾

条、艾绒比较紧俏，艾草基地每天
前来购买艾草的人也越来越多。

“一株艾草 1 元，这对于当地
村民而言，可是很不错的价格。”
负责艾草生产和销售的杨美昌开
心地说，“系列艾草产品不够销
售，我们现在以每吨 2300 元的价
格在周边收购，只为满足各类客
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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