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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铜川市耀州区积
极探索适合苹果发展的新模
式，大力推行“三新三改”果
园 管 理 模 式 ，不 断 提 升 苹 果
产业科学、高效管理水平，促
进 苹 果 品 质 上 台 阶 ，让 果 农
丰产丰收。

眼下正是苹果采摘的时
节，10 月 20 日，在耀州区小丘
镇孟虎村，680 余亩红彤彤的
苹 果 缀 满 枝 头 ，这 是 来 自 福
建的张锦松在耀州区创建的

天丘果园。
“这个园子目前是我们耀

州 区 新 品 种 最 大 的 示 范 园 ，
‘秦脆’面积 450 亩。还有‘爱
妃’、‘瑞雪’、‘瑞香红’等新
优 品 种 ，园 子 的 管 理 特 点 主
要突出在省工、省力、省肥。
据测定园子的苹果糖度已达
15%以上。”耀州区园艺师杨
军寿介绍。

天丘果园总经理张锦松
说：“我们目前的销售渠道主

要是靠口碑宣传，基本上占了
70%以上，剩下的有一些固定
的（客商），还有一些企业。我
们今年也组建了一个电商网
络平台，目的就是想提升天丘
果园品牌的影响力。”

天丘果园积极响应“三新
三改”管理模式，大面积改种

“秦脆”苹果，树形采用新纺锤
形，省工且省力，同时采用机
械化管理，实施水肥一体化，
严控化肥、农药施用量。果园
管理水平明显提升。

“‘ 三 新 三 改 ’面 积 基 本
上保持在 2 万亩以上。通过
今 年‘ 三 新 三 改 ’模 式 示 范
园，‘秦脆’已经进入采收季，

目前价格每斤是 8 元。今年
‘秦脆’由于前期雨水好，管
理到位，亩产在 5000 斤以上，
平均亩效益在 2 万元。下一
步，我们将继续加大‘三新三
改’模式的推广，提高果园管
理效益，增加群众收益。”杨
军寿说。

近年来，耀州区苹果先后
获 得“ 全 国 第 一 放 心 果 盘 子
产品”、“全国最佳畅销产品”
等荣誉，“天丘果园”、“枝纯”
等品牌入选 2022 年度陕西省
农 业 品 牌 ，先 后 创 建 省 市 生
态示范园 11 个、示范镇 2 个，
面积 10 万亩，有机认证面积 2
万亩。

苹果红 果农富
张国轩 本报记者 王根平

本报讯 （记者 赖雅芬） 10 月 23 日，记者获
悉，为进一步加强县级储备粮油库存监管，保障
储备粮油安全，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推动储备粮
规范化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近日富平县粮食和
物资储备中心、县财政局成立联合检查组，按照

“有仓必到、有粮必查、有账必核、查必彻底”的
原则，先后对富平县合兴粮业有限公司等 4 户县
级储备粮承储企业和代储库点的原粮及应急成
品储备管理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

检查组从储备实物数量、账务处理、质量卫
生、轮换执行、仓储管理、安全生产及2023年度不
达标小麦托底收购的政策执行等方面开展全面细
致的检查。通过座谈了解、入库检查、现场核查
等，全县储备粮油工作总体情况良好，库存数量
充足真实、管理规范、收购政策执行到位。对发
现的问题，能当场整改的要求当场整改，当场不
能整改的限期整改，确保不留空当、不留死角。

下一步，富平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将进一
步落实储备粮监管工作责任，对发现的问题进行
回头看，督促相关企业将问题彻底整改到位，确
保富平县粮食储备安全可靠，促进储备粮规范化
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富平县

扎实开展秋季粮油普查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李冀安 通讯员 王辉 柯湉）
10 月 19 日，宁陕县首批乡村建筑工匠培训开班，
来自全县11个乡镇，从事木工、砌筑工、电工等工
种有一定技术基础的农村新老建筑工匠及村镇
建设管理业务人员，共50余人参加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邀请了汉阴县职教中心
老师和专家采取“现场授课、答疑解惑、闭卷测
试”的方式进行。授课内容包含了乡村建设工
匠基础知识、村镇建设法律法规知识、农村建造
基本常识、建筑施工技术、农村建造质量与安全
等内容，助力工匠们顺应趋势，提高能力。培训
结束后，现场对授课知识和农村建筑工匠基础
知识掌握情况进行闭卷测试，进一步巩固所学
知识，60 分以上为合格。测试合格的学员将统
一颁发《职业培训合格证书》，录入乡村建设工
匠信息平台，并纳入乡村建设工匠登记和管理。

此次培训旨在提升全县农村建筑工匠的专业
技能水平，进一步规范农村建房管理，保障农村房
屋建设质量和施工安全，为乡村振兴注入本土人
才“新活力”。

宁陕县住建局村镇建设事务所所长柯湉介
绍：“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实际开展‘送教下乡’和

‘实操培训’，培养更多爱农村、懂专业、讲安全、专
业化的工匠，为乡村建设‘充电赋能’，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宁陕县

乡村建筑工匠将“持证上岗”

本报讯 （记 者 李冀安
通讯员 何丹） 10 月 21 日，秦
巴医药产业链校地企融合发
展大会在安康举行。镇坪县
在大会上推介了镇坪道地中
药材，对“镇坪黄连”品牌进行
发布。

近年来，镇坪按照“县域
建基地、飞地做加工、校企共
研发、全域拓市场”思路，规划

黄 连 标 准 化 种 植 基 地 10 万
亩、专业村 10 个，建成黄连园
区 28 个、种植基地 6 万亩、繁
育基地 1 万亩，振兴药业黄连
基地获得国家 GAP 认证。中
药配方颗粒制药项目招商落
地，镇坪飞地 20 万平方米的
标准化厂房开工建设。中国
药科大学对口帮扶，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战略合作，在镇坪设

立了秦巴中药研究中心、中药
配方颗粒研究中心。物流产
业园区专项配套，陕澳中医药
合作项目落地推进。

2015 年，“镇坪黄连”获得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认
证，2021 年受到国家知识产权
局地理标志产品保护。2022年
9月，农业农村部抽检，“镇坪黄
连”生物碱总含量达17.43%，居

全部样品之首。“镇坪黄连”先
后获得国家 GAP 认证、国家地
理标志农产品认证。

此次“镇坪黄连”对外发
布，通过校地企合作交流平台，
进一步打响镇坪中药材战略品
牌，提升镇坪中药材产品价值，
助力镇坪中药材产业快速发
展，为高质量建设生态经济强
县注入新动能、增添新活力。

“镇坪黄连”品牌正式发布

眼下，正值元

胡 种 植 时 期 。 在

西 乡 县 沙 河 镇 麻

地湾村田间地头，

村 民 已 开 始 了 今

年的元胡种植。

据悉，麻地湾

村 今 年 共 计 划 种

植元胡 300 余亩，

预计可增收 120 余

万元，带动户均增

收近 4000 元。

黄欣雨 陈伟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恒） 10月23日，
记者了解到，近日全国推进苹果产业高
质量发展现场会在洛川县召开，旨在
部署推动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苹果产业生产能力显著提升，优势
特色产区逐步形成，品种技术不断优
化，品牌影响力增强，但仍存在不少
短板弱项，必须对标对表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以“控规模、调结构、提品质、
增效益”为重点，稳定苹果生产规模，
优化熟期结构，提高品质、提高效益、
提高持续发展能力。

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难点，加
力推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任
务落实。强化顶层设计，优化品种结
构和区域布局。调优品种和熟期结
构，做强优势产区，做精特色产区。
推进绿色标准化生产，构建现代生产
体系。重点抓好加快低效果园改造、
推行标准化生产、强化主动避灾方面
工作。强化创新驱动，提升果业持续
发展能力。推进种业创新、机械装备
创新、科技服务创新、经营机制创新
等工作。促进产业融合，打造现代产
业体系。探索多样化营销模式，培育
创建、宣传推广一批区域公用品牌和
企业品牌，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和新
模式，加快推动实现果业强、果农富、
果乡美。

会上，陕西、山东、甘肃、延安、河
北内丘县 5 个省、市、县围绕推动苹
果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了交流发言，我
省以《深化产业链建设 聚力高质量
发展，在打造果业强省上争做示范》
为题作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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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 ，吴 起 县 五 谷
城 镇 的 沟 沟 梁 梁 、山 山 峁 峁
间，到处翻卷着金色的麦浪，
沉甸甸的谷穗在风中摇曳，展
现着丰收的喜悦。

“今年预计能产 1 万斤荞
麦 ，至 少 可 以 产 出 6000 斤 面
粉，算下来亩均纯利润在3.5万
元左右。”在五谷城镇凤寺村
的田地里，正在地里指挥收割
机收割荞麦的刘宽是凤寺村

的荞麦种植大户，他家今年种
的30多亩荞麦迎来大丰收。

近年来，五谷城镇购置各
类农业机械 16 台，组建了农
机社会化服务队，推动杂粮种
植、收割机械化发展。

在五谷城镇田间地头，一
片片层级分明、宽展平坦的梯
田里，铺满了金灿灿的谷子。
经过几个月的忙活，成片的小
杂粮已经全部成熟，村民们正

忙着砍穗、收割。
凤寺村村民乔登祥今年也

是收获满满。“去年谷子亩产
600斤，今年种的‘张杂谷 13 号’
长势好、谷穗大，亩产量最少
在1000斤。”乔登祥喜上眉梢。

“我们每年春季会帮助农户
挑选优良杂粮种子，同时定期组
织农业技术人员分赴各村对农
作物种植技术进行现场讲解和
培训。”五谷城镇副镇长思林君
称，近年来镇上按照着力在杂
粮产业提质增量上下功夫，在
各项惠农政策的推动下，农民
种植小杂粮的主动性不断提升。

据了解，今年五谷城镇在

川台地打造千亩杂粮种植基
地 2 个，在山地村打造 200 亩
以上集中连片杂粮精品种植
区 18 个，培育 50 亩以上糜谷
种植示范户 120 家，杂粮种植
面积 2 万余亩。

“目前秋收接近尾声，预
计各类杂粮总产量达 2800 余
吨，产值达 1200 余万元。”五
谷城镇镇长雷晓勇说，“下一
步，我们继续加大农机社会化
服务组织和杂粮加工销售体
系建设，实现杂粮产业科技化
种植、区域化布局、品牌化运
作、市场化经营，推进全镇杂
粮全产业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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