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农·市场 03
2023年6月26日 星期一

■责编 吴哲 ■校对 张梦镯

■组版 月亮

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一 线 见 闻

全力以赴战“三夏”

乡 村 振 兴 ，产 业 先 行 。 近 年
来，黄陵县紧扣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两包两带”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水
稻种植技术，创新水稻种植方式，
按照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思路，
着力提高特色水稻种植的规模效
益和生产效益，以强村带弱村实现
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6 月 20 日，在黄陵县店头镇潮
塔村水稻插秧现场，插秧工作正如
火如荼，扯苗、装苗、运苗、拉线、调
整间距 ，农户们正在田间熟练作
业，一行行秧苗在阳光的点缀下披
上了一层绿色的纱衣。黄陵县店
头镇潮塔村党支部书记麻园林说：

“今年，我们村稻虾综合种养面积
150 亩，预计产值 120 万元。目前，
水稻插秧，螃蟹投放已结束，为秋
粮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稻田畦畔，不同颜色的秧苗在
风中摇曳，工人们按照提前放好的
线型 ，将不同颜色的秧苗插在水

里，构成了一幅精美的“稻田画”。
今年以来，潮塔村立足川道实际、
资源优势，打造形成“1+2+N”的多
元产业发展致富新模式赋予文旅观
赏 、游 玩 、宿 营 等 元 素 ，着 力 探 索

“ 工 农 商 旅 ”文 旅 融 合 发 展 新 路
子。“今年首次尝试‘稻田画’，在增
加观赏性和趣味性的同时，不断提
升 大 米 品 牌 知 名 度 ，实 现 农 旅 融
合。”麻园林说。

位于 5.4 公里外的店头镇腰坪
村 以 土 地 流 转 为 主 ，产 业 相 对 单
一，集体经济相对薄弱。店头镇党
委深入了解分析各村情况后，按照

“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目标，由潮塔
村帮带，在腰坪村种植水稻 50 亩，
并采取飞地置业的措施，依托潮塔
村高松树新润农场闲置鱼池，发展
现代渔业及垂钓休闲产业，带动村
集体发展。“我们今年 3 月份流转
潮塔村土地 150 余亩，主要用于养
殖草鱼、花白鲢、鲫鱼等，另外还散
养土鸡、鹅、鸵鸟、羊等，作为村集
体经济产业发展。”店头镇腰坪村
监委会主任马鑫鑫说。

在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两包两
带”工作机制下，潮塔村在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帮带腰坪
村发展稻渔综合种养 50 亩，渔场
150 亩，让潮塔村与腰坪村真正实
现“共强”，两村村民实现“共富”。

近年来，黄陵县店头镇以提升
“亩均效益”为着力点，围绕“三区五
基地”特色产业布局，全面推进生态
循环、三产融合、特色种养、科技创
新等特色农业板块建设。截至目
前，店头镇 16 个行政村集体经济全
部实现“有项目、有收入”，11 个行
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已经达到 10 万
元以上，3 个行政村达到百万元以
上，实现了总量和质量双提升。

黄陵：做强产业 振兴有“稻”
党静 刘锋 本报记者 杨磊

本报讯 （记者 黄河） 6
月 21 日，记者了解到，今年咸
阳市种子系统有效克服阴雨
天气和低温寡照不利影响，
紧紧围绕育好种、引好种、选
好种主责主业，组织开展玉
米审定品种预试区试、骨干
品种示范展示、优新品种展
示评价、增密品种技术攻关
等 多 类 型 试 验 示 范 展 示 工
作。目前春播玉米品种试验
田间长势良好，夏播玉米品
种试验布点播种全部完成。

据 了 解 ，今 年 咸 阳 市 春
夏播农作物品种试验示范展

示立足科学精准，力求布局
合理，统 一 试 验 方 案 、统 一
栽 培 模 式 、统 一 播 种 要 求 、
统一生产管理、统一田间调
查；坚持田间观测与室内考
种相结合，试验数据与气象
气候相结合，小区试验与大
田展示相结合，试验示范与
生产实际相结合，规定品种
与自选品种相结合，充分评
价品种特征特性，全面测定
品种产量抗性，综合评判品
种应用价值，全面提高品种
试验质量。

全年共安排布设省级和

市级玉米骨干品种试验、玉
米增密度提单产品种试验；
省 级 大 豆 玉 米 复 合 种 植 品
种试验；市级特色玉米品种
试 验 、骨 干 品 种 百 亩 示 范
方、国省玉米品种审定试验
等 10 个 试 验 类 型 60 多个试
验点位。

近年来，该市依托泾阳、
三原、乾县、兴平、长武等国
省品种区域试验站，着力加
快不同生态区试验站建设，
落实试验用地，完善基础设
施，配套设备仪器，建强技术
力量，强化规范操作，构建起

了覆盖全市、有效隔离、功能
较强、生态丰富的农作物品
种试验基地网络。

2022 年全市累计完成国
省玉米品种审定试验 1200 余
个（次）；建立玉米品种筛选
对比试验点 308 个，参试品种
432 个（次）；建立玉米增密度
及复合种植品种试验点 4 个，
参试品种 20 个(次）；建立玉
米 骨 干 品 种 百 亩 示 范 方 32
个，示范品种 53 个（次），示范
面积 7300 余亩，全市共筛选
出推广潜力相对较大的优势
品种 6 个。

咸阳市高质量推进春夏播玉米品种展示评价试验
本报讯 （记者 李冀安 通讯员 张辉） 6 月 19

日，在汉阴县城关镇李家台社区的西瓜大棚产业
园内，一个个成熟饱满的西瓜掩映在藤蔓之间，果
农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派丰收景象。

“今年我们李家台社区和前进村党支部联建
发展产业，一共建了 82 座西瓜大棚。目前，西瓜陆
续成熟，可以持续采摘到 9 月份，西瓜产量预计达
20 万斤。开园以来，每天到产业园来订购西瓜的
水果商和入园观光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看着西
瓜畅销的场景，西瓜大棚产业负责人刘才宽开心
之情溢于言表。

据了解，李家台社区这片西瓜大棚原本是块
杂草丛生的谷地，今年以来，该社区和相邻的前进
村开展联建活动，流转了这片土地，通过整地建园
修建大棚。社区有了产业，附近群众就近务工，实
现了辖区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的多赢
新格局。

汉阴县城关镇

西瓜园里采销忙

本报讯 （记者 张恒） 6 月 19 日，记者了解
到，我省猕猴桃高质量发展生产技术培训会在汉
中市举办。

会议指出，猕猴桃作为我省一大优势特色产
业，当前发展态势良好，在助农增收、助力乡村振
兴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接下来，要坚持“稳规模、
提品质、降成本、增效益”定位，明确今年猕猴桃生
产的重点任务和要求，贯通行业力量、强化技术支
撑，全面提升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要把握生产
关键环节，加强夏季管理，全面提高标准化生产和
灾害防御水平；要深化产销衔接，不断提升技术服
务水平，夯实生产前端，带动加工销售中后端，推
进猕猴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培训会邀请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省猕
猴桃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等，分别就猕猴桃
重大病虫害科学防控、猕猴桃高质高效生产管理
关键技术、猕猴桃基地品种布局与关键技术、猕猴
桃气象灾害监测预警预报技术进行了专题培训，
对提高我省猕猴桃管理水平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实效性。

我省猕猴桃高质量发展

生产技术培训在汉中举办

连日来，永
寿 县 群 众 抢 抓
晴 好 天 气 ，抢
收 抢 晒 小 麦 ，
小 麦 颗 粒 归
仓 。 截 至 6 月
24 日 17 时 ，全
县 累 计 收 获 小
麦 15.11 万 亩 ，
占 应 收 面 积
25.3 万 亩 的
62.1%。图为永
寿 县 监 军 街 道
城 关 村 群 众 收
获 小 麦 。 通 讯
员 李建龙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任志刚
记者 韩小珍） 6 月 22 日，记
者了解到，为全面落实省市
县“三夏”及夏粮抢收工作会
议精神，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连日来，宝鸡市生态环境局
千阳分局全体干部职工以帮
扶包抓的城内村为主阵地，

积极参与城关镇“三夏”服务
工作。

该局通过搭建信息交流
平台，及时为需要收割小麦
的 农 户 联 系 收 割 机 和 农 机
手，并引导外来收割机有序
流动作业，切实做到联系到
户、帮扶到田。组织党员干

部 自 觉 深 入 田 间 地 头 为 老
弱病残、困难户开展抢收抢
种 帮 扶 服 务 ，对 已 收 割 的
小 麦 ，利 用 周 边 空 闲 场 地 ，
加 班 加 点 帮 助 农 户 晾 晒 通
风 ，收 麦 装 袋 ，确 保 粮 食 颗
粒归仓。

“三夏”期间，城内村驻

村工作组和宝鸡市生态环境
局千阳分局将持续组织干部
职工走进田间地头，扎实开
展政策宣传、生产帮扶、联系
调度、后勤服务、秸秆禁烧宣
传等高效优质服务，全力保
障小麦颗粒归仓，守好粮食
安全底线。

宝鸡市生态环境局千阳分局

多措并举确保颗粒归仓

本报讯（记者 张恒） 6 月 22 日，记者了解到，日
前农业农村部发布了 2022 年十大优异农业种质资
源，其中，秦川牛上榜十大优异畜禽种质资源名单。

秦川牛属于役肉兼用型地方黄牛品种，因产
于我省关中“八百里秦川”而得名。其核心产区遍
布关中 8 个市（区）30 多个县，甘肃和宁夏与我省
毗邻地区也有饲养。目前存栏约 100 万头。秦川
牛有近两千年的养殖历史，具有早熟、抗逆、耐粗
饲、易育肥、肉质佳等特点，是陕西及陕甘宁毗邻
地区发展肉牛产业的当家品种，也是我国地方良
种黄牛的代表性品种。

秦川牛养殖历史悠久，在品种特性、体貌特征、
抗病抗逆、潜在功能等方面特色鲜明，表现优异，具
有科研、社会、文化价值，产业开发前景广阔。

秦川牛入选

全国十大优异农业种质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