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6 日，一场久违的大雨驱散
了盛夏的暑气，在兴平市庄头镇蔡
西村永宏家庭农场内，绿色、粉色、
紫色，一串串颗粒饱满、色彩各异

的葡萄缀满枝头。游客们一手提
着果篮，一手拿着剪刀穿梭于田间
地头，体验着采摘的乐趣。“玫瑰系
列，皮薄汁甜，无核肉厚，欢迎选
购。”热闹的园子，也吸引了许多网
红直播带货。

从调整种植结构时的心里没
底，到取得意外收获的欣喜不已，

“没想到，真没想到。”白永超心里
乐开了花。今年 51 岁的白永超是
蔡西村村民，2016 年返乡创业，流

转土地 54 亩成立了家庭农场从事
草莓种植。几年下来，让他在时令
水果种植领域收获了良好的口碑
和效益。

“草莓季结束，地就闲了，如何
提 高 土 地 利 用 效 率 取 得 良 好 收
益 ？”这 个 问 题 一 直 困 扰 着 白 永
超。2019 年，庄头镇动员农民在兴
平市农广校参加职业农民培训，也
正是这次学习让他觅得商机。

在一次交流学习中，老师讲到

辽宁省葫芦岛市的野生葡萄，由于
产量少口味独特价格高。说者无
心听者有意。经过实地考察，白永
超选购了一批野生葡萄上嫁接的
种苗，尝试种植。

“大家熟知‘阳光玫瑰’葡萄，
但其实杂交而成的‘玫瑰香’、‘丛
林玫瑰 ’更能体现玫瑰系列的特
色。”白永超现场推荐，游客跃跃欲
试。“皮薄肉厚，口齿间带着玫瑰的
香气。”品鉴之后，大家赞不绝口。

近年来，庄头镇组建了一支由
党员组成的专业队伍，结对包抓种
植区域，动员职业农民引进种植新
品种做大做强果品产业，充分提高
土地利用效率，与兴平市农技部门
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专家团队
合作 ，建立长效特派专员帮扶机
制，从种苗引进、土地整理、水肥使
用、病虫害防治等方面进行全过程
指导，有效提高农产品竞争力。

白永超告诉记者：“‘阳光玫瑰’
葡萄易储藏耐运输，果粒不脱口感
好，但价格高。‘玫瑰香’和‘丛林玫
瑰’系列即摘即食，目前每斤 13 元
的价格更受大家青睐。今年是第
一年挂果，亩产达 2000 斤，最近每
天都能销售上百盒。”

如今白永超的家庭农场里“阳
光玫瑰”、“丛林玫瑰”和“玫瑰香”
都已种植成功 ，品种不同挂果期
不一，草莓、葡萄四季可采摘。

老白的“葡萄经”
李石 王楠 本报记者 黄河

三农·市场 03
2023年8月11日 星期五

■责编 吴哲 ■校对 张晓强

■组版 月亮

新新新创业创业
农人农人

本报讯 （卫世轩） 8 月以
来，国网咸阳供电公司积极组
织党员服务队对辖区自然村的
用电设施进行安全检查，及时
排查潜在隐患，为当前迎峰度
夏关键期民生用电保驾护航。

该公司建立健全党建引领
服务，服务检验党建工作机制，
要求党员将当前迎峰度夏安全
用电当成护航民生促服务第一
要务。结合历年同时段用电以
及 本 年 度 迎 峰 度 夏 等 工 作 情
况，合理规划电网布局，分析用
电特点，梳理存在问题，根据实
际情况，对电力线路设备进行
全面“巡诊”，对配电设施、用电
设备进行“拉网式”排查，并以

“防消结合”的原则，深入探索
设备运行“疑难杂症”，追根溯
源“病灶”原因，将绝缘老化，接
头发热等安全隐患消灭在“萌
芽”状态，保证设备 100%健康
率，切实提高供电可靠性，提升
供电服务质量。

此外，该公司党员服务队
队员与各村镇建立“一对一”沟
通服务机制，随时了解农户用
电需求，保证用电高峰期期间
安 全 用 电 、合 理 用 电 、节 约 用
电，针对农户用电情况，“量身”
制定保电方案，明确责任主体，
狠抓工作落实，强化日常工作
监督，推动各项供电服务措施
更细致、更扎实、更到位。 G

国网咸阳供电公司

“党建+”全力护航民生保供电

签字、盖章、合影。8
月 3 日，白河县仓上镇“万
企兴万村，共建促振兴”
帮扶推进会上，又有 16 家
企业与 12 个村（社区）结
成帮扶对子，签订共建意
愿和项目协议，成为乡村
振兴“合伙人”

近年来，白河县仓上
镇立足“产业兴镇、项目
活镇”目标，在项目建设、
产业发展过程中，注重同
民营企业、经营主体之间
的联系与合作，积极动员
民营企业广泛参与乡镇

振兴事业，组织企业通过
产业投资、就业帮扶、消
费帮扶、文化帮扶、人才
培育、公益捐赠等方式，
为提高村级集体经济收
入、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开
辟了新路径。

仓 上 镇 充 分 用 好 用
活 企 业 资 金 、技 术 、市
场 、人 才 、管 理 等 优 势 ，
从“ 引 进 项 目 、发 展 产
业 、推 动 消 费 、促 进 就
业”各方面不断拓展“帮
联 ”内 容 ，达 到 了“ 联 建
共赢”的效果。

陕 西 汉 源 公 司 是 仓
上镇东庄村的帮扶企业，
连续多年，公司在产业帮
扶、贫困劳动力就业、住
房安全保障、资助贫困生
就学、完善联村联组道路
和安全饮水等基础设施
建 设 、农 产 品 消 费 各 方
面，通过提供就业岗位、
技术支持、资金扶持、市
场拓展等多种形式开展
帮扶。该公司先后为村
集体经济扶持资金 50 余
万元，每年吸纳 500 余名
困难家庭劳动力参与项

目建设，解决就业，实现
增收，并年年为村里大学
新生捐资助学。

同时，该公司还吸纳
200 余 名 村 民 在 园 区 从
事畜牧养殖、苗木培育、
新型农作物种植等农业
生 产 工 作 ，人 均 月 收 入
3000 元左右，年收入 3 万
元以上。

目前，仓上镇有规模
以上企业 30 家，按照就近
帮扶、自愿结对的原则，
把包帮村农户联结在企
业延伸产业链上。

村企共携手 振兴有活力
通讯员 朱明富

8月7日，渭南市农业农村局、市果业中心、市种子工作站及大荔
县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领导一行到大荔县检查秋播种子市场。

检查组先后实地查看了多家企业小麦种子的存量和今年预计
进货情况，指导企业和经营主体及时调整储备结构，确保种子市场
货源充足，满足秋播生产需求。 吴永刚 通讯员 石喆 摄

本报讯（白杨越 记者 杨磊）
8 月 7 日，记者了解到，近日科
研人员在黄龙山林区发现了钉
菇目大型真菌的一个新属和新
种——黄龙山黄脊菇。

该新属新种是黄龙山国有
林管理局调查人员和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林学院余仲东教授团
队，于 2021 年在黄龙山褐马鸡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大型真
菌资源调查时发现的疑似新种
标本，后由余仲东教授团队结
合形态学特征与多基因分子系
统学，经两年时间研究，确定其
为从未被报道过的物种。

黄龙山黄脊菇为钉菇目钉
菇科黄脊菇属大型真菌，生于

以油松、辽东栎、白桦等为优势
种的针阔混交林中地上，9 月至
10 月可见。钉菇目的许多物种
均为著名的食用菌和菌根菌，
黄龙山黄脊菇是否具备可食用
性、风味如何，以及与哪些植物
形成菌根关系，都值得后续进
行更深入的研究。

据了解 ，黄龙山林区是我
省五大林区之一，属暖温带落
叶阔叶林带，森林植被具有显
著的区域性和独特性。此次新
属新种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黄
龙山林区大型真菌的生物多样
性水平，对于当地大型真菌资
源的挖掘、保护和利用具有重
要意义。

黄龙山林区发现真菌新种

8月6日，在彬州

市北极镇白保村烤烟

地里，村民正在对已

成熟的烟叶进行采

摘、捆扎、装车。

据介绍，今年白

保村种植烤烟300亩，

预计产值90万元。

豆鹏涛 宋攀登

记者 黄河 摄

本报讯 （吴怡楠 记
者 王根平） 8 月 5 日，记
者了解到，近年来铜川市
耀州区锦阳路街道因地制
宜，精准施策，积极引导农
民发展设施农业，不断夯
实农业基础，壮大村集体
经济，助力群众增收。

在 锦 阳 路 街 道 阴 家
河村，一排排大棚规划整
齐、错落有致地排列在田

间。在大棚里，无籽黑皮
西瓜长势喜人，一排排圣
女果枝繁叶茂。

村 民 们 正 忙 着 将 圣
女果采摘、装箱，准备售
卖。“自从村上大棚建了
起来，我就在家门口赚到
了钱。我从去年就在这
干活，一天能挣 100 元左
右。”村民张妮说。

阴家河村2022年建设

完成 10 座温室大棚，在扩
大村集体经济，解决村民就
业问题的同时，也成为村民
学习蔬菜种植技术的新学
堂。目前，大棚每年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7万余元，带
动群众就业40余人（次）。

依 托 阴 家 河 村 成 功
种植经验，耀州区锦阳路
街道南村积极借鉴，根据
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和

优越的地理位置，申请建
设 了 樱 桃 温 室 大 棚 项
目。在项目建设现场，工
人们个个干劲十足，和水
泥、垒墙、拆卸脚手架，一
派热火朝天。据了解，该
项目总投资 640 余万元，
将建成 20 座设施农业大
棚，建成后将增加村集体
经济收入 20 万元，带动近
50 名群众就业。

耀州区：发展设施农业 助力群众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