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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汉阴县平梁镇安
合村科农魔芋种植基地迎来
最为忙碌的春耕季，数十名务
工群众穿梭在田间井然有序
地铲土覆垄、播种施肥、锄草
浇灌……放眼望去，连片规范
的百亩魔芋示范基地尽收眼
底。作为县级魔芋产业的试
验示范基地，其独特的“设施
化水肥一体魔芋复合种植”新

模式让人眼前一亮。
“大田魔芋种植不清沟，

十年就有九年丢；先制垄、再
修沟，确保垄宽 2 米左右。我
们采用的设施化水肥一体魔
芋宽窄行带状复合种植模式，

“马铃薯+玉米+魔芋间作与
套种”实现了多种作物的同时
种植和兼顾，经济效益得到了
极大的提高。”科农基地负责

人 黄 金 章 边 示 范 操 作 边 介
绍。作为本土的魔芋龙头经
营主体，以“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模式，实行“统一产
业规划、统一技术培训、统一
种苗供应”三个统一的管理模
式，带动了周边群众发展魔芋
种植。

按照正常年份，魔芋复合
种植每亩可收玉米 350 公斤、
马铃薯 1250 公斤、魔芋种芋
150 公斤、两年周期魔芋商品
芋 2000 公 斤 ，亩 产 值 可 达 1
万余元。因此，在魔芋种植户
眼里，少人问津的“土疙瘩”变
成了发家致富的“金蛋蛋”。
截至目前，该基地建成以来，

辐射带动周边百余户农户种
植魔芋 10 余万亩。

“我们流转的土地多在路
边，主要是想让村民直观地看
到种植魔芋产生的经济效益，
从而带动他们种植。”说起当
初选址安合村种植魔芋的初
衷 ，黄 金 章 说 ，“ 我 的 工 作
在 于‘ 做 给 农 民 看 ，教 会 农
民 干 ，带 着 农 民 赚 ’。”谈 及
今 后 产 业 发 展 思 路 ，他 将 结
合 打 造 科 农 魔 芋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园 区 ，利 用 其 独 有 的 技
术 创 新 优 势 、生 产 示 范 优
势 、辐 射 带 动 优 势 ，带 动 当
地 魔 芋 产 业 高 品 质 发 展 ，让
更 多 群 众 实 现 增 收 致 富 。

本报讯（通讯员 罗文艳） 4月
19 日，西安市临潼区农业农村局传
来消息，近日临潼石榴企业联盟正
式成立，以 30 家全产业链行业引
领的龙头企业、规模园区、新型主
体为成员单位，着力解决石榴种
植、收购、存储、加工、销售、流通等
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和短板问题。

“我们合作社有 200 多亩石榴
园，联盟的成立对我们果农来说很
有必要，今后在石榴销售、种植技
术等方面能给我们提供建议和帮
助，实现石榴种植的效益最大化。”
临潼区新华石榴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郑新华说。

目前，临潼区石榴种植面积近
8 万亩，年产优质石榴 8 万余吨，年
产值超过 5 亿元。辖区内石榴生
产销售企业和专业合作社数量超
过 60 家，从事石榴相关工作的人
数超过 5 万。石榴已成为当地农
民的致富果、幸福果。

石榴企业联盟成立后将做好
推动临潼石榴高质量发展的“服务
员”、“指导员”和“参谋员”，提升
临潼石榴品质、增强临潼石榴市场
竞争力，共同推动临潼石榴全产业
链体系建设。同时，通过深入开展
供应链合作、技术服务、物流配送、农文旅融合
发展、营销渠道共享共建等，抱团闯市场，降低
运营成本，实现互利共赢，全面提升临潼石榴
全产业链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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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赖雅芬）
4 月 19 日 ，记 者 从 省 粮 食 和
物 资 储 备 局 了 解 到 ，为 进 一
步提高全省粮食流通行政执
法人员业务素质，做好 2024
年 全 省 政 策 性 粮 油 库 存 检
查 、粮 食 购 销 定 期 巡 查 等 工
作 奠 定 良 好 基 础 ，近 日 全 省

粮食流通行政执法监管暨政
策性粮油库存检查培训班在
汉中举办。

培训课程紧贴粮食流通
行 政 执 法 监 管 、政 策 性 粮 油
库 存 检 查 等 重 点 工 作 ，以 综
合课程与专业课程相结合的
形 式 ，分 别 从 政 策 性 粮 油 库

存 检 查 组 织 与 实 施 、常 见 问
题及案例分析、12325 监管热
线投诉举报处置程序及涉粮
案 件 查 办 、粮 食 企 业 信 用 监
管平台操作与应用等业务工
作实际。

通过培训，不仅让参训人
员开阔了眼界、明晰了政策、

增 长 了 知 识 ，更 增 强 了 做 好
粮食流通行政执法监管工作
的 责 任 感 和 使 命 感 ，为 切 实
守住管好“三秦粮仓”、维护
好 全 省 粮 食 流 通 市 场 秩 序 、
推 动 全 省 粮 食 和 物 资 储 备
事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打 下 了 坚
实基础。

我省开展粮食流通行政执法监管暨政策性粮油库存检查培训

4 月 17 日，在彬州市

北极镇白保村烤烟种植地

里，村民们正在种植地膜

烤烟。

据了解，在去年300亩

烤烟栽植面积的基础上，今

年白保村将烤烟栽植面积

扩大到450亩以上，增加烤

烟种植的规模效应。

张有 摄

眼下，澄城县庄头镇郭家庄村
的大棚樱桃成熟了。棚内，青翠欲
滴的樱桃树长势正旺，一颗颗红彤
彤的大樱桃俏立枝头。三三两两
的游客手提果篮穿梭于樱桃林中，
一边采摘品尝，一边拍照打卡。

“我的大棚樱桃 3 月中旬就上
市了，避开了销售高峰期，抢早能
卖个好价钱。和去年一样，今年

礼盒装樱桃每斤能卖 80 元到 150
元，大部分被老客户预定了，剩下
的可能都不够零售。”4 月 15 日，
在郭家庄村樱桃种植大户姬建红
家的大棚里，一簇簇成熟的樱桃
压弯了树枝，姬建红和家人正忙
着采摘、分拣、装运。

在郭家庄村，一片又一片的樱
桃 花 海 ，将 乡 村 装 扮 得 更 加 美

丽。放眼望去，一朵朵樱桃花粉
妆玉砌、淡雅素洁，淡淡的花香令
人心旷神怡。

“我们郭家庄村有露天樱桃园
4000 亩、大棚樱桃 400 亩。每年
清明时节，露天樱桃树就会逐渐开
花。”郭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姬红军
说，村上一直将樱桃作为支柱产
业，今年将在提高樱桃品质、增加
樱桃产能和效益等方面下功夫，从
而实现樱桃管理模式转型升级。

樱桃是郭家庄村的优势产业，
也 是 澄 城 县 的 拳 头 产 业 。 近 年
来，澄城县围绕打造“中国樱桃第
一县”的目标，狠抓樱桃产业各项
技术措施落实，在新品种引进、新

技术推广、果品提质增效等措施
上不断创新，并通过“智慧管理”
等 措 施 精 准 把 控 樱 桃 的 错 峰 升
温、开花和成熟时间，形成“日光
温室、暖棚、冷棚、露地樱桃”梯次
上市，实现了鲜果供应从每年 1 月
到 6 月长达 180 天的无断档销售，
在满足人们味蕾的同时也实现了
产业收益的最大化。

上市早、甜度高是澄城樱桃的
核心竞争力所在。为满足市场需
求，澄城县先后从国内外引进了
60 多个樱桃品种和数十种樱桃砧
木，建成了组培脱毒苗木繁育中
心，引进开发出高纺锤型、双篱壁
扇型等多种高产新树型。目前，

澄城拥有美早、俄罗斯 8 号、金顶
红等 21 个世界优质品种，樱桃种
植面积 10 万亩，樱桃总产值超过
20 亿元，产量 8 万吨以上。

“这几年，我们的樱桃产业发
展进入快车道，建成了集水冷分
选、冷藏、交易、物流为一体的樱桃
交易市场，和全国各地 150 多家客
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果农依靠
樱桃人均增收 5000 元以上。”澄城
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称，如今
澄城县已成为全省种植面积最大、
品种最全、果质最佳、时段最长的
优质樱桃连片栽植区，成功走出
了特色优势产业牵引、持续促进
农民增收致富的新路径。

颗颗红果俏枝头
本报记者 赖雅芬

魔芋种植忙 产业势头旺
通讯员 刘毅

本报讯 （方萍） 4 月 18 日，在汉中市南郑
区湘水镇盘龙庵村羊肚菌种植基地大棚内，一朵
朵羊肚菌长势喜人，工人们正忙着采摘羊肚菌。

“从目前的情况看，今年预计亩产要达 700
斤，采摘羊肚菌会持续两个月。新鲜羊肚菌每
斤市场价在 40 元至 60 元不等，羊肚菌干货最
高能卖到每斤 800 元。”盘龙庵村羊肚菌种植
基地负责人李先生说。由于湘水镇产出的羊
肚菌品质较好，市场需求量大，前景十分可观，
每亩大棚每年纯收入能达 2 万多元。

据了解，羊肚菌在每年 11 月份种植，次年
3 月份成熟，需要大量劳动力，湘水镇通过组
织让村民在农闲时到大棚打工，就地转移劳动
力，增加了群众收入。

“我们家门口今年有了羊肚菌种植基地，
挣钱不用出远门，一个月也有 2000 多元的收
入。”村民刘大妈说。

近年来，湘水镇在全镇建成连片食用菌基
地 18 个，食用菌种植总面积 520 余亩，并在各
基地配备筛选、烘干、冷藏等设备，便于加工销
售。同时，以生产经营带动、技术指导培训等
方式，带动全镇 8 个村上千名群众参与产业发
展实现增收。

南郑区湘水镇

羊肚菌奏响“丰收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