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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市：“十条措施”力保秋粮丰收
本报讯（记者 黄河）7 月 5 日，

记者了解到，为环环紧扣抓好秋粮
生 产 ，实 现 全 年 粮 食 稳 产 增 产 目
标，咸阳市农业农村部门及时研究
制定十条关键措施，稳面积、提单
产、保总产，力保秋粮丰收。

扩 大 播 种 面 积 ，稳 定 生 产 基
础。以粮食面积只增不减为目标，
及时分解下达春夏播秋粮面积任
务，签订目标责任书，层层落实责
任，建立工作清单、任务台账。指
导各县（市、区）抓住墒情好的有利
时机，南部应播尽播、力争多播，北
部扩种荞麦、豆类等小杂粮，努力
提高复种指数。

推 广 优 良 品 种 ，激 发 增 产 潜

力。及时召开主推品种研讨会，发
布春夏播品种布局指导意见，分区
域推广紧凑耐密、高产稳产、抗逆
抗病性强的优良玉米品种和高产、
优质、抗倒性好、抗病性强、适合机
械化收获的大豆品种。

提 高 播 种 质 量 ，奠 定 丰 收 基
础。制定印发夏玉米高质量播种
技术指导意见，提出应对高留茬、
秸秆堆积和田间泥泞的 9 项机械播
种技术措施。动员玉米播前灭茬
或清茬，推广种子处理剂拌种或包
衣，拒绝白籽下种，预防病虫为害。

推 广 集 成 技 术 ，增 加 种 植 密
度。按照“集中连片、规模经营、整
体推进”的原则建设玉米增密度提

单产核心示范区 50 万亩，辐射带动
全市推广面积 150 万亩。大力推行
统一良种供应、统一技术支持、统
一肥水管理、统一病虫防控、统一
机械作业的“五统一”模式，确保增
密度田块单产水平全面提升。

强 化 示 范 创 建 ，熟 化 关 键 技
术 。 集 中 力 量 ，布 局 玉 米 密 植

“5335”降本增效关键技术模式试
验点 50 个，采用“5335”专用播种机
械播种，节省劳作成本，有效增加
产量。每县至少打造 1 个千亩县级
主要领导指挥田，示范展示县域先
进成熟模式。

创 建“ 吨 粮 田 ”，扩 大 高 产 面
积。以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高标准农

田建设为依托，优化粮食种植结构，
集成品种、技术提升单产水平和抗
灾潜力，集约政策、资金、科技优势，
扎实开展70万亩“吨粮田”建设。

创 建“ 吨 半 田 ”，探 索 高 产 路
径。聚焦高产稳产品种、持续提升
地力、优化农艺措施等，大力开展
科技攻关和试验示范，在南部灌区
产量大县开展“吨半田”创建，打造
一批小麦/玉米一年两季亩产吨半
的示范样板，探索总结高产技术路
径和生产模式。

跟 进 田 管 措 施 ，确 保 产 量 形
成。分区分类制定秋粮田间管理
技术指导意见，组织技术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开展宣传培训和精准指

导，以管保收，努力搭好丰产架子。
强 化 防 灾 减 灾 ，避 免 灾 害 损

失 。 紧 盯 秋 粮 常 发 、多 发“ 卡 脖
旱”、高温、洪涝、秋季阴雨等气象
灾害，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管理
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及时发布预警
信息，会商制定防灾减灾指导意见

强 化 包 抓 指 导 ，保 障 措 施 落
实。组织 7 名县级领导和 150 余名
技术人员，联合省农业农村厅包抓
指 导 组 和 县 级 包 抓 指 导 组 ，建 立
省、市、县三级联动的行政、技术双
包抓机制，开展关键农时包镇进村
巡回指导，宣传各项增产关键技术
措施和支农惠农政策，推进落实落
地，切实发挥实效。

“我们连续种了几年豇豆，今年种了
1 亩多，在收购点交货，每斤价格 1.3 元左
右。”城固县莲花街道吕家村农户孙庆华
一边摘着豇豆一边说。

近年来，城固县围绕农业特色产业
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在该县三合循环经
济产业园区的汉中华世盛源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以订单农业模式在莲花街道、原
公镇、三合镇、董家营镇等地推广发展优

质豇豆种植产业。每年 6 月下旬豇豆成
熟采收，该公司把 20 多个收购点设在农
户家门口，大量收购豇豆。

7 月 5 日，笔者在原公镇陈家村 3 组
的一处收购点看到，前来销售鲜豇豆的
种植户络绎不绝。“我们这里每天基本上
收购 6 万斤至 7 万斤，价格维持在 1.4 元，
方圆十公里群众的豇豆随到随收。”该收
购点负责人李建春说。

收购点院内，10 多名工人正在分类整
理、捆绑豇豆。当天晚上，这些捆绑好的
豇豆就会装上货车，发往外地。正在收购
点忙碌的周玲娥，在这里务工已经一周多
了。“我是这个收购点附近的村民，从早上
6 点多干活到下午 5 点左右，能拿到 100 元
左右。”周玲娥一边忙着手上的活一边说。

笔者了解到，整个收购期将持续两个
月，预计收购鲜豇豆5000吨至6000吨。该
公司负责人山华说：“今年豇豆定价基本上
不低于 1.3 元，在 1.3 元的基础上随行就
市。公司所有的收购点能带动500多名群
众就业，两个月为群众增收100多万元。”

该公司立足销售县域豇豆、四季豆、
菜花、洋芋等蔬菜，通过“企业+基地+
农 户 ”模 式 在 莲 花 街 道 、原 公 镇 、三 合
镇、董家营镇等地大力发展优质蔬菜种
植，从籽种、肥料、技术、销售等各环节
提供全方位服务，逐步形成了农户和企
业共赢的利益共同体。每年豇豆进入
销售期后，大部分通过该公司销往四川
等地，年销售量维持在 5000 吨上下，年
销售收入达 1600 多万元。

豇豆丰收 产销两旺
通讯员 陈立智 刘茹 杜康

本报讯（记者 李冀安 通讯员 杜韦
慰）7 月 4 日，镇坪县城关镇文彩村“稻渔
油”综合种植养殖示范田里聚集了几十位
村民，镇坪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在这里开
展“稻—渔—油”循环种养技术现场培训。

稻苗郁郁葱葱长势正旺，只见很多群
众都围在稻田边，认真听农业专家刘进华
讲田块选择、行距株距、稻鱼共生等。大
家边听边提问：“综合种植养殖的病虫害
怎么预防？”、“一年能增收多少钱……”专

家一一解答，直到大家都听清弄懂。
据了解，“稻渔油”综合种养是在稳

产保供的前提下探索的一条产出高效、
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新兴产
业发展之路。稻渔综合种养可以实现

“一水两用、一地三收、肥药双减、稳粮增
效、稻渔双赢”的综合效益，不仅可提高
土地利用率，解决人多地少的问题，还可
最大限度减少肥料、饲料、能源以及其他
物资的投入，达到高产、高质、高收益，极

大提高种植业者的积极性。
镇坪县已在曾家镇、牛头店、曙坪等

村开展培训，旨在通过现场技术培训让产
业户集中“充电”，推动农业绿色创新，提
高农民种植养殖积极性。城关镇产业办
主任李传术说：“这种培训非常有实用性，
让村民们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效益，让大
家更清楚地认识到未来发展方向。”截至
目前，全县共发展稻渔综合种植养殖 900
亩、旱改水400亩、水稻面积1600余亩。

镇坪县：“稻渔油”综合种养助农“三丰收”

7 月 8 日 ，市
民 在 永 寿 县 监 军
街 道 寨 里 村 百 草
露营地观光。

近年来，寨里
村 坚 持 园 区 与 景
区共存，游人与农
民 同 乐 。 游 客 识
百草 、知药理 、品
药膳 、游田园景 ，
享农耕乐趣。

通 讯 员 李 建
龙 摄

本报讯（通讯员 边清学）“我到电子厂上班，还
能照看孩子，挣钱和照顾家庭两不误。”7 月 6 日，笔
者来到宁强县阳平关镇子龙社区华耀生社区电子
厂，蒋明娟一边忙碌一边介绍。

蒋明娟是该镇滴水寺村四组村民，后来迁到子
龙社区陕南移民集中安置点。每天，她安顿好家
里，将孩子送到学校之后，就来到社区工厂上班。
工资是计件制，她每月能挣 2000 多元。

子龙社区是新建社区，现有住户1546户5699人，
其中安置易地搬迁户 311 户 1137 人。配套建设社区
居委会、幼儿园、农贸市场、文化活动中心、健身广场
等公共服务场所，及锐意达社区电子厂、华耀生社区
电子厂、陕西滕泰实业有限公司社区服务工厂。

据初步统计，有 200 多人在这 3 家社区工厂就
业。子龙社区安置区生活服务功能完善，设施齐
全，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体验舒畅，2020 年被国家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命名表彰为“十三五美丽搬迁安
置区”，2022 年被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评为全
省绿色社区。

宁强县子龙社区

社区工厂就业忙

本报讯（曹鑫 段佳瑶 记者 王根平）连日来，铜
川市印台区广阳镇水利村的大棚冬枣进入成熟期。
7 月 3 日，在村民李王平的冬枣大棚，一排排枣树枝
繁叶茂，翠绿的枝叶上挂满了饱满圆润的果实。

看着满棚成熟的冬枣，李王平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今年我种了 4 座棚的冬枣，每座棚占地一亩，
产量 2000 斤左右。今年的价格非常可观，平均每斤
能卖 20 元，这样的话每座棚收入 4 万多元，4 座棚一
年就是十五六万元。”

冬枣采摘格外讲究成熟度和品相，对此李王平
也有一番心得，只见他熟练地穿梭枣树间，不一会
儿就摘了满满一盒。李王平一边忙碌一边分享着
采摘经验：“采摘的过程是个细活，要一个一个地
摘，一个一个地挑选。”

今年是李王平种植大棚冬枣的第 6 年，家中的
大棚冬枣也成为了每年重要的经济来源。凭借农
业设施大棚，勤劳肯干、敢于尝试的李王平逐步走
上了致富路。

印台区水利村

满园冬枣喜丰收

本报讯（程军涛 王军锋）眼下，正是水蜜桃集中
上市的季节。在蒲城县椿林镇汉村的唐汉蜜桃合作
社基地内，百亩连片的水蜜桃陆续迎来采摘季，一串
串黄的、红的桃子，在绿叶的衬托下分外可爱。

7 月 4 日，唐汉蜜桃合作社的社员们，敲起锣
鼓，载歌载舞，喜迎水蜜桃成熟开园。桃子陆续成
熟上市，引来不少客商前来订购。据了解，椿林镇
唐汉蜜桃基地是有着 40 年种桃经验的蒲城县“桃
状元”苏斌创建，占地 70 余亩，选育种植了适合当
地发展的“早金霞”油蟠桃、黄油桃、红油桃等 10 多
个新优品种。从 5 月下旬开始陆续成熟，在七八月
集中成熟，产量 15 万余公斤。

根据桃产业发展需要，2018 年，在县、镇两级政
府支持下，苏斌创办了唐汉桃科技培训基地，以满
足甜桃专业户对桃栽培技术的学习。该基地已带
动 300 户群众，发展甜桃种植 1500 余亩。

蒲城县汉村

桃子成熟挂枝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