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农·市场 03
2023年11月13日 星期一

■责编 吴哲 ■校对 张梦镯

■组版 月亮

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局））

陕西农村报陕西农村报 联合推出联合推出

本报讯 （陈雲霄 本报记者 靳天龙） 11 月
6 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镇安县木王镇朝阳村
找准主攻方向，紧扣产业振兴，通过建基地、壮
规模、提品质，大力发展魔芋等特色产业，不断
助推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最近正是魔芋秋冬收挖管护的关键时期，农
户们抢抓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加快魔芋采挖、
土地翻耕、田间清理，提高秋收效率，田间地头呈
现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据了解，朝阳村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林地资
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下经济，通过“板栗林套种魔
芋”、“玉米套种魔芋”等种植方式，大大提高了土
地综合利用效率、经济效益。朝阳村在小川岭、
青华沟建设了两个主要种植基地。由村委会牵
头，村里的种植户与陕西镇安华兴特色农产品开
发有限公司、镇安雪樱花魔芋制品有限公司签订
合同，每到魔芋成熟的季节，两个公司就会前来
种植基地进行收购，再由加工厂进一步对魔芋进
行初加工、深加工，生产鲜魔芋、魔芋干片、魔芋
精粉、魔芋面、魔芋零食等特色主导农产品。这
种订单农业使农户实现足不出乡便能稳定增收。

同时，镇安县将魔芋产业列为主要产业，持
续加大扶持力度，朝阳村积极响应县里的号召，
加大政策的宣传，号召广大村民加入魔芋种植行
列。目前，朝阳村有魔芋种植户 400 多户，种植
面积近 4000 亩，年产量 500 多吨，预计 2023 年产
值能达800万元。

“魔芋产业让村民腰包越来越鼓，村里的种
植大户每年更是能收入 10 多万元，小小的魔芋
在我们朝阳村产业增收上彰显了大大的魔力。”
朝阳村党支部书记沈道方说。

魔
芋
施
展
﹃
大
魔
力
﹄

11 月 9 日，在蓝田县华胥镇阿
氏村，村民陈成军吃过早饭，就到
自家杏园转了一圈。“我这几亩杏
园不光种的有新品种，也有不少老
杏树。”陈成军说，“老树是种源，得
保护好，新品种好管理，长出的杏
子个头更大、味道更甜，产量也比
以前高。”

尽管新品种带来了新收获，但
在陈成军心里，老杏树承载着儿时
的记忆。“村里到处都有老杏树，有
些都上百年了。以前每到麦子发
黄的时候，杏树上结满了黄澄澄的
杏子，村里的大人小孩一有空就爬
上树摘杏，一个比一个开心。”回忆
往事，陈成军满脸笑容。

蓝田是全国大杏优质生产基

地，主栽区涵盖华胥、洩湖、三官庙
等 12 个镇，核心区为华胥镇。蓝田
大 杏 于 5 月 底 至 6 月 下 旬 成 熟 上
市，果实呈圆形，果皮金黄色，果肉
橘黄色，个大均匀，肉厚汁多，果味
甜香可口。

在蓝田，大杏种植极其悠久。
据《蓝田县志》记载，远在唐代以
前，杏树在当地就已普遍栽植，唐
代钱起的诗句“爱君蓝水上，种杏
近成田”表明，在当时已有杏树成
园的景象。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气
候条件造就了蓝田大杏的绝佳品
质。蓝田县地处秦岭北麓，这里四
季分明、雨热同季，对形成较高的
作 物 产 量 和 良 好 的 品 质 极 为 有
利。作为蓝田大杏主栽区之一，阿
氏村共有杏树 2800 余亩，几乎家家
户户都有杏园。在经年累月的作
务过程中，村民积累了良好的杏树
栽培管理经验。杏粮、杏果、杏蔬、
杏草、杏木间作，春季保花定果，夏
季防虫采摘，传统的作务方法和严

格的作务标准，造就了蓝田大杏水
土保持、水利灌溉循环和农耕农事
互利共生的立体种植系统。

作为我国杏树林面积最大、景
色最美、杏子最甜、故事最多的绿
色精品大杏基地，华胥镇拥有占地
5000 多亩的娲氏大杏遗址主题公
园和 1200 亩的大杏产业园。为了
让老树发新枝，使传统农耕与现代
农业紧密融合，2015 年，蓝田华胥
大杏获得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
2017 年，蓝田大杏种植系统成功入
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蓝田县聚焦示范园建
设，辐射带动大杏生产上规模、管
理上台阶，在华胥镇等地建成百亩
大杏精品示范园和观光采摘园，并
积极推广绿色种植模式，使大杏产
业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健康之路。

为做大地标品牌，助力特色产
业增效和农民增收，蓝田县市场监
管局出台了一系列产业发展标准，
从大杏标准化种植、市场化营销、
品牌化建设等多方面严把产品质量

关，精心培育新业态，为蓝田大杏产
业提质增效、三产融合发展营造了
良好的市场环境。目前，蓝田大杏
种植面积 3.4 万亩，其中大银杏面积
0.9万亩，年产值5000万元以上。

在蓝田县，杏果既是当地村民
眼中的宝贝 ，更是他们增收的希

望。近几年，蓝田大杏全产业发展
势头强劲，特色品牌越擦越亮，杏
产业、杏文化以及乡村旅游深度融
合，催生出了许多“鲜果经济”、“美
丽经济”、“旅游经济”，一条因“杏”
而美、因“杏”而富的乡村振兴新路
子越走越宽阔。

蓝田华胥大杏：“杏”福生活款款来
本报记者 黄敏

连日来，扶风县绛帐镇远将村生姜
喜获丰收。11 月 3 日，在远将村旭升种
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60 多
名务工人员正抢抓时机，将成熟的生姜
翻挖、剪叶、去土、装箱，一派忙碌景象。

“今年是我们合作社第三年种植生
姜，一共种植了 60 余亩，平均亩产达 1
万斤。”合作社负责人李祯介绍，“今年
基地立足自然优势，结合本地气候、土
壤、水质等条件，改进种植方式，产量比
去年翻了一番。”

据了解，远将村目前生姜地头销售
价每公斤 1.2 元，姜种销售价每公斤 20
余元，由于生姜产量高、价格好、有销
路，明年合作社准备继续扩大生姜种植
面积。

“ 今 年 开 春 以 来 ，从 整 理 姜 棚 、整
地、种姜，我一直在种植基地打工，每天
能收入 100 元左右，还不耽误家里的农
活。看着种植生姜效益好，周边已经有
10 多户村民开始种植了，我打算明年自
己种植生姜。”村民刘西翠说。

近年来，扶风县远将村立足资源优
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采取“党支部+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因地制宜发展生
姜等特色种植产业，学习先进地区种植
技术，用技术联学、服务联动、产业联兴
方式，不断培养一批乡村致富带头人，
带动周边更多有意向的群众扩大种植
规模，提高农户收入，让特色种植致富
一方百姓，振兴乡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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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 ，永

寿县监军街道古屯

村菜农巨兴利正在

为他的第二茬大棚

西红柿施肥。

近年来，永寿

县 大 力 发 展 特 色

产业，带领群众持

续稳定增加收入。

通讯员 李建龙 摄

本报讯 （鱼玉军 白腾） 11 月 6 日至 10 日，
子洲县畜牧兽医局举办了 2023 年秋冬季牛羊养
殖实用技术培训班，通过划区域集中授课培训、
现场互动的方式，分别在裴家湾镇、马岔镇、电
市镇、马蹄沟镇和县畜牧兽医局对辖区内养殖
户进行培训。

培训活动邀请专家教授授课，重点讲解绒
山羊疫病综合防控、养羊业综合技术、肉牛高效
养殖技术和牛羊常见病诊断治疗及教训案例，
进一步引导养殖户快速转变传统养殖模式，鼓
励科学健康饲养。

会上，授课专家运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结合
幻灯片资料，将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使培训
人员即听即懂、方便实践应用；其间全体学员认
真听讲，与培训老师们积极互动，解决实际养殖
问题。

截至目前，子洲县已培训养殖户近 800 人
（次）。培训人员纷纷表示，讲课内容很接地气，
既增长了理论知识，又提高了养殖技能，回去后
力争将所学到的科学饲喂知识应用到实践，并
分享给周边养殖户共同发展牛羊养殖产业。

子洲县

举办牛羊养殖技术培训班

本报讯 （王军锋） 11 月 9 日，渭南市政府新
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市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刘刚介绍全市 7 条特色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工
作推进情况。

近年来，渭南市坚持高位谋划、龙头引领，
夯实产业基础、推动主体共动。全市粮食、生
猪、苹果、蔬菜、乳制品、特色果业、特色渔业等 7
条特色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取得阶段性成
效。截至目前，7 条全产业链产值达 986 亿元，
创建国家级农业全产业链典型县 1 个、省级农业
全产业链典型县 4 个，培育年销售收入亿元以上
企业 48 家。

据介绍，预计到 2025 年，全市 7 条全产业链
产值力争达1500亿元。其中，粮食全产业链产值
达 200 亿元（目前 166 亿元），生猪全产业链产值
达 200 亿元（目前 110 亿元），苹果全产业链产值
达 200 亿元（目前 180 亿元），蔬菜全产业链产值
达 200 亿元（目前 120 亿元），乳制品全产业链产
值达 300 亿元（目前 160 亿元），特色果业全产业
链产值达 300 亿元（目前 240 亿元），特色渔业全
产业链产值达 20 亿元（目前 10 亿元）。培育壮
大 3 个年产值 10 亿元以上的“链主”龙头企业。

渭南市

7条特色现代农业

全产业链产值达98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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