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 日 来 ，永
寿县农民抢抓农
时，种植玉米、豆
子、荞麦，增加收
入 。 图 为 7 月 1
日，永寿县常宁
镇袁家村村民严
忠厚在麦茬地里
播种玉米。

通讯员 李建
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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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开，银花开，金银
花里开金银。”6 月 27 日，在
泾阳县云阳镇东街村的金银
花种植基地里，一簇簇黄白
相 间 的 金 银 花 已 进 入 采 摘
期，正迎风俏立枝头，黄的像
金，白的似银。连片的金银
花中，几十名采花工分散在
基地里，她们边说笑边采摘，
十分惬意。

近年来，云阳镇通过广泛
调查研究和实地考察，协调帮
助陕西唐欣源金银花扶贫有限

公司在东街村流转 800 余亩、
三里村流转 300 余亩土地，规
范化种植高效益高产量的“四
季花”金银花，形成连片规模产
业的同时，提高了土地的利用
率和周边群众的收入。

“今年 5 月开始一直到 6
月，是金银花采摘高峰期。这
两个月来，每天用工量都在
150 人左右，最多的一天采摘
人员达 350 人，工人工资都是
采摘完后当场称重结算。采
摘鲜花每斤 8 元，这两个月采

摘鲜花约 7 万余斤，成品干花
1.4 万余斤，支付当地群众 50
多万元采摘费用。”陕西唐欣
源金银花扶贫有限公司负责
人韩荔婕介绍。

“金银花甘寒清热却不
伤胃，有广泛的药用价值，能
泡茶，能入药，是一项绿色生
态产业。不仅如此，金银花
的经济效益非常可观，一年
能开几茬花，每亩地收入可
观。来这里采花的工人每天
能收入 100 元左右，不仅吸引

了本村的劳动力，还吸引了
不少周边群众就近就业增加
收入。”东街村党支部书记穆
天成说。

下一步，云阳镇将积极推
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
集金银花栽植、采摘、加工、观
光旅游等为一体的产业综合
体，同时吸引更多青年返乡创
业，为全镇产业发展营造良好
环境，以产业带动就业，帮助
更多脱贫群众和农村劳动力
实现就业增收。

金银花开出“致富路”
本版记者 张恒 通讯员 周恰 李玮

近年来，白水县尧禾镇统
筹各方资源，积极调优农业
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充分发
挥致富带头人的示范引领作
用，开创“村集体、带头人、脱
贫户”增收的多赢新局面。

6 月 26 日 ，在 尧 禾 镇 尧
禾村的圣女果种植田地，村
民 田 卫 卫 正 忙 着 给 果 苗 绑
蔓、打杈、摘叶、除草，株株圣
女果苗壮叶肥，淡黄色的小
花开满枝头。

看 着 长 势 喜 人 的 圣 女
果，田卫卫高兴地说：“再过
一个月都能吃到嘴里了，圣

女果生长周期短、产量高、市
场需求大，经济效益好，具有
种植优势。”

据了解，田卫卫家里 5 口
人，两个孩子都在读书，母亲常
年身体不好，家里花销较大。
2021年，田卫卫对圣女果种植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考察，
在自家地里试种了 2 亩，第一
年亩产达5000公斤，有9000元
的净收入，很是可观。邻里看
到他的成功后，也纷纷跟着种
起了圣女果。到2023 年，在田
卫卫的带动下，村上已经有 9
户村民种植圣女果，种植面

积达50亩。
田卫卫介绍，圣女果从育

苗到种植销售全部由他一人
打理，同时他还免费为村里
其他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和
销售渠道。为保障圣女果的
价格不被客商压低，他不仅
收购其他种植户的圣女果，
还负责销售到西安、河南、上
海等地。为提高种植技术，
田卫卫经常关注一些种植圣
女果的视频，自己研究摸索，
在 网 上 购 买 一 些 相 关 的 书
籍，跟着学习做笔记。谁家
遇到种植方面的问题，也都

来找他开“药方”。在田卫卫
的带动下，仅圣女果一项就
为当地村民带来 45 万元的收
入。

“下一步，村上计划将圣
女果作为‘一村一品’重点发
展的特色产业，积极协调流
转土地，以党支部带动群众
进 一 步 扩 大 圣 女 果 种 植 面
积，并通过邀请专家技术指
导，栽植新品种，雇佣本村有
劳 动 能 力 的 脱 贫 户 参 与 其
中，从而达到不出村促增收
的目的。”尧禾村党总支书记
郭晓东说。

圣女果“映红”好日子
冯琳 张煜 王军锋

本报讯 （记者 靳天龙） 6 月 24 日，记者从商洛
市市场监管局获悉，商洛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商洛核
桃”获欧盟商标注册，在欧盟 27 个成员国中相互认可
和保护，为“商洛核桃”等商洛特产走出国门、走向国
际市场，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大动脉迈出坚实一步。

目前，商洛市核桃基地面积达 352 万亩，年产量
16 万吨，年加工营销核桃产量突破 30 万吨，综合产
值 55 亿元，产品以国内东北、华中和东南沿海大中
城市消费为主，部分核桃仁出口东南亚、欧洲等地
区，特别是通过中欧班列，核桃、核桃仁等产品已经
销往俄罗斯、意大利、吉尔吉斯斯坦等 10 多个国家
和地区，3 年来累计出口核桃产品 6000 多吨，出口额
达 1.5 亿元。

“商洛核桃”商标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获得国家商
标局核准注册。注册以来，商洛市十分重视商标的
运营管理工作，该市市场监管局先后指导商标持有
人制定完善了“商洛核桃”商标发展战略规划、证明
商标管理办法和授权使用企业商标管理细则、质量
内控管理规定等制度规范，支持“商洛核桃”实施地
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

“商洛核桃”获欧盟商标注册

本报讯 （记者 赖雅芬） 6 月 30 日，记者了解
到，为扎实做好 2023 年全县夏粮收购工作，切实保护
种粮农民利益，维护全县夏粮收购市场秩序，近日白
水县发改局（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会同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召开 2023 年夏季粮油收购市场检查安排会，
成立联合检查组，开展夏粮收购市场联合检查。

检查组深入各粮食收购点，实地查看了磅秤、容
重器和水分测定仪等计量器具检定、管理使用情况，
并对收购企业是否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备案，
是否建立经营台账，是否在收购场所公示收购品种、
质量标准、收购价格等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从检
查情况看，白水县夏粮收购市场秩序正常、市场价格
稳定，各收购点能按照相关条例规范收购，公示收购
价格、质量标准，能提前校验计量器具。

下一步，白水县发改局（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将继续加大对粮食收购市场的监管力度，加强部门
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建立长效机制，深入开展

“强监管 严执法 重处罚”行动年活动，不断规范粮
食收储企业经营活动，确保让农民卖上“明白粮”、

“舒心粮”、“放心粮”，切实维护白水县粮食购销市场
健康发展。

白水县

开展夏粮收购市场联合检查

凌晨四点，当人们还在
睡梦中，镇坪县曙坪镇马镇
村的烟农们早早就起床了，
等待车辆接送到烤烟种植基
地务工。盛夏，正是采摘和
烘烤烟叶的时期，眼看丰收
在即，这段时间烟农忙着打
药、去角叶、除杂草……

6 月 29 日 ，在 马 镇 村 烤
烟种植基地，128 亩烟叶已进
入成熟期。“我每天到烤烟地
里一待就是一天，种烟是个
辛苦活，但只要风调雨顺，效

益 不 会 太 差 。”说 起 种 烟 历
程 ，烟 农 鲁 桂 宝 感 慨 颇 多 。

“八山一水一分田”，马镇村
山地多、平地少，发展现代化
农业较为困难，但烤烟种植
却能“独秀”群山，这得益于
马镇村集体经济发展思路清
晰，措施得力。

谈到马镇村烤烟产业发
展之路，马镇村党支部书记
张运敏自豪地介绍，早些年，
马镇村有烤烟种植基础，气
候条件、水源分布适合发展

优质烤烟，村上经过充分考
察，在烟草部门大力支持下，
确定村集体自主发展特色烤
烟，把烤烟打造成支柱产业。

为了发展好烤烟产业，村
上一户一户做工作，选择合
适的地块，最终以 300 元~400
元每亩的租金流转土地 128
亩，耕地、起垄、覆膜、栽苗、
采烟、烘烤……需要经过 54
道工序。2022 年，马镇村烤
烟喜获丰收，产量达 1.9 万余
公斤，销售额达 54 万元，为村

集体经济创收 20 万元，带动
务工 2000 人（次），群众增收
30余万元。

把土地租给村集体经济
种烤烟，再为集体经济打工，
烤烟种收几个月里，黄国正
夫妻俩的收入不比在外务工
的少，并且还能在家照顾老
人和小孩。发展烤烟让村民
在家门口就能务工，烟农种
烟热情空前高涨。“金叶子”
换来了钱票子，鼓起了他们
的钱袋子。

“金叶子”换来了钱票子
本报记者 李冀安 通讯员 夏国月

本报讯 （记者 张恒） 7 月 1 日，记
者了解到，我省苹果“三新园”建设推进
会在铜川召开。

会议指出，苹果产业是县域经济的
重要支撑，是特色经济的典型代表，是集
体经济的基础产业，是联农带农经济的
关键力量。当前，全省苹果产业进入转
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关键期，老化果园改
造提升任务艰巨繁重，大力推广以“新品
种、新砧木、新模式”为代表的“三新”建
园模式，加快生产端提质增效，对于推进
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科学把握果业生产面
临的形势，立足各地实际，统筹用好耕
地、水、劳动力“三种资源”，高效推进老
化果园挖旧建新；要切实加强标准建园
关键要素匹配，紧紧围绕砧木、品种、技
术“三大要素”，抓强苗木体系固根基，抓
调品种布局优结构，抓实技术集成强示
范，实现重点突破、纲举目张；要着力推
进稳定增效重大机制创新，强化多元合
力投入、适度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三
项机制”，激发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
生动力。

会议要求，各地务必要把抓好果园
夏季管理作为当前重中之重，紧盯重点
区域和关键时节，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完
善应急处置机制，落实防灾减灾措施，扎
实做好果园防灾减灾；紧盯季节性管理
重点，加强水肥管理，科学防治病虫害，
抓好黑星病防控，扎实做好果园夏季管
理；发挥果业系统、科研院所、龙头企业
和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技术优势，加强一
线服务，灵活培训方式，扎实做好果园技
术指导。

会议组织观摩了铜川市印台区咸恒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青砧”育苗基地、宜
君县太初纳元“青砧”苗木繁育基地、宇
谷“三新”苹果示范园、趟泥河村果园数
智平台和社会化服务机构、东湖村“三
新”苹果示范园、诚信果业合作社老园改
造示范园等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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