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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季 无 闲 田 ，沃 野 添 新
绿。12 月 15 日，在安康市白
河县冷水镇全家村，山坡上、
河道边的小麦和油菜长势喜
人，一眼望去绿油油的一片，
为冬日的山村增添了一抹亮
色和生机。

在村里的全家特色种植
养殖合作社种植基地，村民
王清朝正熟练地操控着一架
无人机，在麦田上空来回穿
梭，将配置好的药剂从机身
上“喷”出，均匀地洒在麦苗
上，吃上“营养餐”的嫩苗更
显翠绿。

51 岁的王清朝以前在外
创 业 ，是 村 民 眼 里 的 能 人 。
几年前，他回到村里，在各方
帮助下流转土地 1000 亩，紧

接着又成立了全家特色种植
养殖合作社，开始发展肉牛
养殖和中药材、魔芋、粮食作
物种植等特色产业。

“ 现 在 给 小 麦 和 油 菜 喷
施 的 是 调 配 好 的 药 剂‘ 套
餐’，既有营养，又能防治病
虫害，壮苗效果好得很。”王
清朝边干活边介绍，“自打回
村种粮后，我就一直用无人
机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每
天能喷洒三四百亩农田。”

这 几 天 ，全 家 村 的 田 间
地头处处都是村民忙碌的身
影，大伙儿除草、施肥、覆膜、
开沟，为来年粮食丰收干得
热火朝天。

在 王 清 朝 的 种 植 基 地
里，600 多亩小麦和油菜随风

摇曳。“我这 600 多亩地，要是
按老办法喷防，就算雇 10 个
人也得好几天，人累不说，效
率还低，而且人在地里走来
走去容易踩倒苗子。现在用
无人机喷防，两个人两天就
完工，省时省力还省成本。”
王清朝说。

地处秦巴腹地的白河县
生态环境优美，一直以来都
有种植粮油作物的传统。今
年，受秋霖天气影响，白河县
6.3 万亩小麦和 5 万亩油菜播
栽总体推迟，导致小麦、油菜
苗情普遍不如往年。如何使
地里的麦苗、油菜苗促弱转
壮？这不仅是粮食丰收的关
键，也是冬春季田间管理必
须解决的难题。

利用无人机开展喷防作
业只是“科技壮苗”的其中一
环。要让地里的苗子长势旺
起来，田间管理的每个环节
都要讲技术、讲方法。

“晚播小麦、油菜田间管
理，要更细心精心，措施必须

精准，做到看苗施肥、促弱控
旺。”白河县农技推广站站长
赵春明称，通过化学除草可以
增加小麦、油菜的基本苗数，
通过喷施磷酸二氢钾以及防
虫的药剂能提升小麦、油菜的
壮苗率，同时适当地进行中耕
培土以及深松等技术，能有效
提高油菜和小麦的抗性，为实
现丰产打好基础。

连 日 来 ，为 促 进 农 作 物
田间管理，白河县利用关键
时段、关键节点，组织一大批
农业技术人员走进地头，现
场指导种植户田间管理技术
要领，手把手地教大伙儿操
控无人机，通过技术服务、精
准田管，切实解决冬小麦、油
菜生长遇到的问题，吃上“科
技套餐”的麦苗、油菜苗越长
越壮。

“ 田 间 培 训 课 实 用 又 贴
心，只要严格按照专家讲的
方法进行管理，粮食丰产丰
收不是问题。”休息了一会，
王清朝又开始忙活了。

吃上“营养餐”田间苗更壮
本报记者 黄敏 通讯员 曾敏

本报讯 （记者 黄敏 通
讯员 王鹤君） 12 月 13 日，
记者从汉中市自然资源局汉
台分局了解到，为加强耕地
保护，提升智慧监管成效，
汉中市自然资源局汉台分局
着力打造耕地保护“制度完
善+技术创新”双引擎，优化
运用“智慧耕保”监管系统，
以数字赋能，为严守耕地红
线、保护粮食安全提供科技
支撑。

今 年 以 来 ，汉 台 区 233
名 田 长 均 安 装 使 用“ 田 长
云”手机 APP，累计巡田 2050
次 ，巡 田 总 里 程 3000 多 公
里。巡田期间，系统识别下
发预警信息 160 余条，已全
部按要求核查处置完成，避
免 69 亩耕地被破坏，有效遏
制了新增违法用地行为的发
生，进一步实现了对违法用
地“ 早 发 现 、早 制 止 、严 查
处”的工作机制，切实做到
将土地违法消灭在萌芽，消
灭在初始。

此外，汉中市自然资源
局汉台分局还对监测死角开
展常态化动态巡查，确保巡
田全方位、全覆盖。截至目
前，汉台区已开展日常动态
巡查耕地 60 余次、夜间巡查
5 次、联合执法行动 6 次，进
一步促进了耕地保护“人技
结合”，切实守牢耕地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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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敏 通讯员 王刚 张博）
12 月 7 日，记者获悉，自三原县开展耕地保护和
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工作以来，三原县组织
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对每个下发
自提图斑进行认真核实整改。

在核实处置工作中，各核查小组对包抓镇
（街道）未整改到位（原地整改+异地补划恢复
地 块）图 斑 逐 图 进 行 外 业 核 实 并 摸 清 图 斑 真
实情况，对已整改到位图斑认真（现场已翻耕
起 垄 达 到 耕 作 状 态）统 计 及 时 反 馈 县 田 长 办
后进行外业举证。对未整改到位图斑进行汇
总，形成一套完整的外业核实统计表，向镇办
进行情况反馈，由镇（街道）党政负责人签字
后进入督导检查阶段，继续限时整改，对各自
包抓镇（街道）未整改到位工作每日下达整改
任务量，每日完成情况由县田长办进行举证，
让 核 实 处 置 工 作 成 果 看 得 见 摸 得 着 ，确 保 全
县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下降。截至目前，
已 整 改 1957.50 亩 ，完 成 补 划 8696.11 亩 ，全 县
共完成 10653.60 亩。

三原县

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

本报讯 （记者 李冀安 通讯员 祝志山） 12
月 14 日，在汉阴县观音河镇各村猕猴桃产业园
内，农户抢抓时间，忙着为猕猴桃剪枝、松土、
施肥，该镇组织技术员、种植大户深入田间地
头开展猕猴桃冬季园区管理培训。

义兴村村民刘美全有 10 余亩的猕猴桃，这
两 天 ，刘 美 全 正 忙 着 对 自 家 猕 猴 桃 园 进 行 剪
枝。“修剪的时候，要会辨别，留春梢，剪秋梢和
夏梢；施肥时要深翻泥土，然后将泥土覆盖在上
面；为防治病虫害，还要将生石灰按比例加水混
合，均匀涂抹在每一株植根上，保护树干不受虫
害侵蚀……”刘美全与技术员交流起猕猴桃冬
季管护技术。

“培训来得太及时了，我正为怎么剪枝、施
肥发愁呢。里面的学问太多了，我一定要把这
套技术吃透，这样我才能把猕猴桃产业园管护
好，实现来年产量的丰收。”刘美全说。

据了解，观音河镇紧紧围绕群众产业发展
难题，立足实际为群众办实事，除开展技术培
训外，还积极转发气象信息和发放宣传册，及
时向农户提供气象预警、病虫情监测等信息，
引导群众开展增温保墒、肥水管理、预防冻害
等田间管理工作。同时，还分片包户，实行“清
单制+责任制”，进行点对点服务，为猕猴桃越
冬护航。

汉阴县观音河镇

猕猴桃管护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12 月 16 日，永

寿 县 监 军 街 道 古

屯 村 村 民 刘 引 群

在 草 莓 大 棚 里 进

行管护。

连 日 来 ，永 寿

县群众积极应对严

寒天气，对农业设

施大棚进行保温措

施，确保蔬菜、草莓

等果蔬安全生长，

满足市场供应。

通讯员 李建龙 摄

12 月 13 日，在旬邑县张
洪镇府池村村民宫忠厚家，
一股淡淡的木材清香扑鼻而
来，让人心旷神怡。操作室
里，木雕艺术作品琳琅满目，
不大的工作台上，摆满了规
格不同、种类繁多的雕刻工
具。宫忠厚正一刀一刀地雕
刻着一个小挂件，从刻线、修
光、打磨再到装饰，整个过程
流畅自如。

宫忠厚出生于张洪镇府
池村，是一名有着 50 多年木
雕经验的老艺人。从小热爱
木雕的宫忠厚，没事就跟着
父亲学木雕，日复一日，年复
一 年 ，成 了 木 雕 的 老 行 家 。
多年来，宫忠厚全身心投入
木 雕 的 研 究 、传 承 、创 作 当
中，手艺精巧、做工精细、效
果精美，主要作品有古式家
具 、古 式 门 窗 、现 代 挂 件 以

及 摆 件 ，每 件 作 品 堪 称 精
品 、艺 术 品 ，深 受 广 大 消 费
者青睐。

“创作需要专注，传承需
要耐心。”宫忠厚告诉记者，

“ 作 为 一 名 老 艺 人 ，我 将 热
心、精心、用心创作，争取做
出更多优秀的作品，吸引带
动更多群众加入到木雕传承
团队中，将我们旬邑的木雕
文化做大、做强、做出特色，
走向全国。”

如 今 ，在 宫 忠 厚 的 传 授
和带领下，府池村从事木雕
人员达 20 多人，除了自行雕
刻外，一部分人出门到木雕
小作坊、车间务工，个个埋头
苦干，精心创作，收入可观，

日子红火。目前，木雕已成
为府池村群众增收致富的文
化产业。

“ 我 年 龄 大 了 ，出 不 了
远门，没事就跟着宫老师学
木 雕 ，不 仅 生 活 过 得 充 实 ，
还 能 挣 点 零 花 钱 补 贴 家
用 。”府 池 村 村 民 宫 忠 娃 高
兴地说。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重
要 内 容 和 重 要 支 撑 。 下 一
步，张洪镇将持续创新工作
举 措 ，激 发 乡 村 文 化 活 力 ，
全力做好木雕、剪纸等非物
质遗产保护工作，在做好文
化 传 承 的 同 时 ，做 优 产 品 ，
做 强 产 业 ，擦 亮 名 片 ，为 建
设和美乡村赋能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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