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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市场

春耕春管正当时

本报讯 （第五朝锋
马文佩） 3 月 20 日，旬邑
县职田镇职 田 街 村 的 玉
米 地 里 正 在 进 行 秸 秆 转
换 ，玉 米 秸 秆 在 经 过 大
型 机 械 加 工 处 理 ，不 到
20 分钟就被转换成饲料
作物。

“我们是一家致力于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的 企 业 。

以 玉 米 秸 秆 等 农 业 废 弃
物 为 原 材 料 加 工 而 成 的
饲料作物，既能充当饲料
喂养牲畜，又可以替代煤
炭直接燃烧，是一种清洁
环 保 、无 污 染 的 能 源 ，深
受 市 场 青 睐 。”烘 干 厂 负
责人张银虎介绍。

张 银 虎 说 ：“ 我 们 不
仅 可 以 完 全 利 用 旬 邑 县

境内的农作物废弃物，还
可 辐 射 利 用 淳 化 等 周 边
县（区）的农作物秸秆，降
低碳排放，促进碳中和。”

据了解，该县职田粮
食 烘 干 厂 集 中 收 储 、转
运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
完 成 整 个 镇 区 内 综 合 利
用 收 储 、烘 干 体 系 建 设 ，
年综合利 用 废 弃 物 78 多

万吨。
近年来，该镇不断优

化 秸 秆 机 械 化 还 田 技 术
水平，培育秸秆综合利用
龙头企业，有效促进生态
环境改善、农民增收和农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让“ 生 态
包袱”变“绿色财富”。目
前，该镇安装生物质清洁
取暖炉 4000 余户。

旬邑县职田镇：秸秆“废”变“宝”增收又环保

近 年 来 ，洋 县

磨 子 桥 镇 洛 家 村

大 力 发 展 地 栽 木

耳，年增加收入 35

万元，促进乡村振

兴 。 图 为 3 月 25

日，村民在百万袋

木 耳 基 地 观 察 木

耳生长情况。

通讯员 张恤民 摄

3月23日，在永寿县监军街道永寿村天润红果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千亩车厘子园，群众正在栽植车厘子树。近年来，永寿县规
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车厘子，带动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通讯员 李建龙 摄

本报讯 （兰皓天） 3 月
24 日，在黄陵县店头镇腰坪
村股份合作社，错落有致的
鱼塘映入眼帘，几名务工人
员正在打理鱼池。

“ 我 们 合 作 社 占 地 150
亩，以鱼类养殖为主。年初
我 们 投 放 了 鲤 鱼 、鲫 鱼 、草
鱼、鲢鱼等鱼苗 1.5 万尾，预
计 5 月 份 产 量 6 万 斤 ，产 值
30 余万元，除此之外还养殖
鸡、鹅等 800 余只，产值 3 万
元左右，带动周边群众就近
就业。”合作社负责人马鑫鑫
介绍。

“ 在 这 里 务 工 150 元 一
天，主要工作是分发鱼苗和

饲料，打扫和清理鱼池等，我
家离这里很近，这份工作很
适合。”村民李大哥说。

据了解，腰坪村股份合
作社采用现代化、科学化的
饲养方法进行淡水鱼饲养，
这里的淡水鱼肉鲜味美，深
受市场青睐。

腰坪村党支部书记陈新
民表示，下一步，腰坪村股份
合作社将进一步借助地理资
源优势，把水产养殖项目发展
为农旅融合项目，积极探索渔
业养殖新模式，“盘活”闲置资
源，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
动更多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帮助群众增收致富。

黄陵县店头镇

生态养鱼掀起致富“浪花”

本报讯 （通 讯 员 杨阳
程开庆）“这三根苞芽长出
来就是三根枝条，我们现在
适当给它修剪，不但可以使
树 形 整 齐 ，桑 叶 长 得 更 多 ，
到 时 候 也 方 便 采 摘 ……”3
月 22 日，在西乡县子午镇响
潭村蚕桑种植基地，陕西金
茧 农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技 术
员说。

近年来，子午镇累计发展
蚕桑园 7100 亩。眼下，正值
桑树春管关键时期，陕西金
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派遣专

业技术员走进桑蚕基地，给
桑农开展桑树枝条修剪、良
芽嫁接、施肥除草等操作技
能培训。

“ 我们桑园基地每天有
100 余人务工，每人每天工资
100 元，解决了剩余劳动力就
业问题。”子午镇党委书记刘
章超表示，镇上将持续深化

“村集体+公司+农户”合作模
式，从土地流转、就业务工、
入股分红等方面不断完善利
益联结机制，让蚕桑产业真
正织就振兴“新丝路”。

西乡县子午镇

蚕桑产业织就“新丝路”

本报讯 （颜秀芳 记
者 靳天龙）连日来，柞水
县农技中心迅速行动，扎
实推进，组织农技专家到
田 间 地 头 送 政 策 、强 技
术，3 月 21 日，在柞水县凤
凰镇清水村开展大豆玉米
带状种植现场培训会，指
导 农 户 做 好 春 耕 备 耕 工
作，切实将玉米大豆带状
种植技术落到实处，努力
完成全县种植面积 6000

亩的既定目标。
培训会现场，农技人

员 采 用“ 理 论 ＋ 实 践 ”教
学模式，通过发放农技宣
传资料、现场指导讲解等
方式，围绕大豆玉米带状
复 合 种 植 模 式 、地 块 选
择 、播 种 节 令 及 方 法 、管
理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方
面进行细致讲解，并进行
实操技术演示，并就农户
提出的除草、套种等问题

进行逐一解答。
通过培训，种植户纷

纷表示对大豆玉米种植技
术有了更深的了解，稳粮
扩豆的信心更加坚定。柞
水县农技中心主任陈敬莉
表 示 ：“ 去 年 农 户 采 用 大
豆玉米复合种植的模式，
产量大幅提升，规范种植
不仅提高了产量，还有相
应的惠农补助，农户的种
植 积 极 性 越 来 越 高 。 今
年，我们继续开展现场培
训，将良种、良法、增产增
收的农业技术送到村民手
中，充分调动大家春耕生

产的积极性，确保全县春
耕生产扎实推进。”

今年以来，柞水县农
技 中 心 按 照“ 早 谋 划 、早
发动、早安排”的要求，抽
组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深 入 田
间地头参与春耕生产、开
展技术指导，确保春耕生
产有序推进。当前，全县
已备足春耕生产物资，满
足 春 耕 生 产 需 要 。 接 下
来 ，将 持 续 通 过 技 术 培
训 、物 资 发 放 等 形式，指
导农户开展春耕生产，为
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
实基础。

柞水：技术培训为春耕生产“赋能”

紫阳县向阳镇紫阳县向阳镇

本报讯（通讯员 汪忠良） 连
日来，随着天气逐渐回暖，紫阳县
向阳镇 3 万亩春茶陆续进入采摘
期，茶企茶农抢抓晴好天气采收
春茶。

3 月 25 日一大早，向阳镇悬鼓
村 10 多名采茶工穿梭在紫阳县雾
硒仙毫茶叶有限公司高坝茶旅融

合产业园区的茶垄间，她们十指
灵动、指尖轻提，将一片片嫩芽收
入茶篓中。

“‘ 明 前 茶 ，贵 如 金 ’。 这 几
天，我们要抢抓时间采茶。这段
时间收购的鲜叶多为单芽头或是
一芽一叶，一斤鲜叶收购价为 150
元左右。”茶园负责人雷朝敏说。

当前，向阳镇 3 万亩茶园陆续
开采，海拔高一点的茶树和老品
种茶树采摘时间稍晚几天。3 月

底全镇春茶将全面开采，预计全
镇茶叶总产量 800 余吨，综合产值
超过 6 亿元。

“每年的 3 月到 5 月是春茶采
摘期，其中尤其数‘明前茶’品质
好，价值也高，是广大茶农增收致
富的‘法宝’。错过了毛尖茶的采
摘时节，茶农们一年就白忙活了。”
向阳镇副镇长雷田民介绍。

为加强春季茶园管理，向阳镇
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做好春季茶
园管理工作的通知》，督促各村抓
住春季茶园的关键时期，落实好
茶园管理工作。该镇采取以会代
训、现场指导等多种形式，以茶园
管理、茶树修剪、茶叶质量安全等
为主要内容，在全镇 12 个村举办
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

汉滨区冉砭村汉滨区冉砭村

本报讯（通讯员 李鉴蕊） 3 月
26 日 ，在 安 康 市 汉 滨 区 五 里 镇
冉 砭 村 茶 园 ，茶 农 们 忙 碌 的 身
影 在 茶 树 间 穿 梭 ，随 着“ 陕 茶 一
号 ”被 放 入 背 篓 ，茶 香 在 指 尖 捻
提下弥散。

据 了 解 ，高 山 云 雾 出 好 茶 ，
冉 砭 村 自 然 山 水 优 势 得 天 独
厚 ，对 于 茶 叶 芳 香 物 质 积 蓄 极
为 有 利 。 近 年 来 ，冉 砭 村 推 行

“ 党 支 部 +X+ 农 户 ”的 发 展 模
式，流转土地 1200 余亩，引导茶
农 参 与 茶 园 运 行 ，提 升 农 业 组
织化水平。

目前，冉砭村新栽植茶树和老

茶园改造 2200 余亩。在此期间，
冉砭村茶叶种植、茶园管理、采茶
技巧逐一得到培训，共计 200 余人

（次），全 年 吸 纳 解 决 2000 余 人
（次）劳动力再就业问题。

“ 通 过 圣 水 源 生 态 农 业 综 合
开发有限公司集中管理、分散经
营和统一加工，把茶叶做成成品
茶，茶叶的口感和品质得到大幅
提升。对茶农来说，与销售自己
加工茶叶的方式相比获利翻倍，
实 现‘ 一 片 叶 子 富 裕 一 方 百
姓’。”冉砭村驻村第一书记李涛
介绍，

下 一 步 ，冉 砭 村 将 继 续 打 造
优质茶产业品牌，大力培植富硒
观光茶园，发展休闲农业生态园
区，带动全村农户持续增收。

春茶露新芽 农户抢鲜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