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2024年4月26日 星期五
责编 吴哲 校对 小章 美编 月亮

三农市场

4 月 10 日，在西安市灞桥区狄
寨街道姚家沟村，61 岁的村民王
维仓正在家里招呼着前来吃饭的
游客。院子中间摆放的篮子、花
瓶等竹编工艺品，吸引着不少游
客驻足选购。

“ 我 14 岁 就 跟 着 父 亲 编 竹
篮。那时候，兄弟姐妹多，日子过

得艰难，我们放学回家，帮父母编
篮子，渐渐就对它产生了兴趣。虽
然我喜欢竹编，而且编篮子又快又
好，但是，从学校出来还是选择学
厨艺。”王维仓告诉记者，“竹编是
爱好，当厨师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于是，王维仓去蓝田学厨艺，
成 了 第 一 批 蓝 田“ 勺 勺 客 ”，在

1990 年，他的月工资就达到 1200
元，靠厨艺有了高收入。按说，这
样的日子很滋润，但王维仓放不
下 竹 编 技 艺 。 他 常 常 在 工 作 之
余，用竹子编一些小玩意，唯恐自
己的这个技能手生。

距离狄寨街道南 2 公里的鲸鱼
沟被誉为“关中竹海”，有天然竹林
近千亩，这给王维仓提供了竹编原
料。姚家沟村之前村上就有竹器
厂，因为得天独厚的条件，过去很
多村民都靠着竹编生活。而今，年
轻人多外出打工，竹编也渐渐淡出
了大家的生活，村里搞竹编的人越
来越少。为此，王维仓感觉可惜。

尝到竹编甜头的他，只要看见有人
对竹编感兴趣就恨不得把自己手
艺毫无保留地传授。

“过去，竹编主要为了实用，
现在主要是观赏。世园会期间，
我 用 竹 子 编 了 钟 楼 ，卖 了 9600
元。”王维仓介绍，“竹编是个精细
活 儿 ，一 件 成 品 要 经 过 选 竹 、劈
篾、拉丝编制等多道工序，是很考
验 人 的 耐 心 的 。 目 前 我 编 的 花
瓶、篮子以及一些蝴蝶、蜻蜓等供
不应求。”

与王维仓家 200 米之隔的王
淑香也是一位竹编爱好者，今年
69 岁 的 她 常 常 编 一 些 简 单 的 物

件，比如豆腐筛子和竹筐。一个
豆腐筛子从曾经的 15 元卖到现在
的 55 元，她坦言竹编给她的生活
带来了很大的实惠。

“竹编是一个很好的产业，我
们有丰富的竹林资源，应该重拾
老手艺，让藏在乡村里的竹编工
艺品‘走出去’，把传统技艺守住
并传承下去。”王维仓表示，等农
家乐稳定，一定会招聘员工，让自
己 有 更 多 的 时 间 来 搞 竹 编 。 届
时，他不但要去学校给孩子们教
竹编，还要让身边村民看到竹编
的经济效益，让薄薄的竹篾在乡
亲们的手中开出“致富花”。

本报讯 （记者 张恒） 4 月 22 日，记者了
解到，为加快推广果园绿肥种植技术应用，探
索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融合发展道路，推
进我省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近日陕西省绿肥
生产利用技术体系“绿肥+”田园风景现场观
摩会暨 2024 年体系工作推进会在西安举办。

观摩会上，西安市农技中心技术人员对“树
上有果，树下有绿，地下增肥，花期添景”的“绿
肥+”果园生态循环绿色低碳技术模式进行了
详细介绍。与会人员围绕“绿肥+”清洁果品，

“绿肥+”生态旅游等绿肥产业与果业的深度融
合进行了深入交流，对西安市农技中心绿肥科
研工作和示范推广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授予西
安市农业试验示范站“陕西省绿肥生产利用技
术体系‘绿肥+’生态果园示范基地”称号。

本次观摩会加快推进了西安绿肥产业与
果业的融合发展。下一步，西安市农技中心将
加大“绿肥+”果园生态循环绿色低碳技术模
式推广应用力度，打造全市绿肥种植样板，更
好服务于“一县一业”，积极探索发展“绿肥+”
清洁果品、“绿肥+”生态旅游等多种产业模
式，厚植绿色发展“本底色”，让西安的良田更
肥沃，农产品更绿色。

我省“绿肥+”田园风景

现场观摩会在西安举办

本报讯 （曹海军 郝文博） 4 月 17 日，在
黄陵县店头镇结子沟村特色种养基地，一排排
大棚排列有序，整洁明亮的大棚内，雪白的伊
拉兔惬意地活动着。工作人员正在为受孕的
母兔分笼、投喂饲料，为幼兔接种疫苗，一项项
喂养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结子沟村党支部书记李明生看着这些圆
乎乎的兔子高兴地说：“这是我最近从山东省
引进的伊拉兔的父母代。这种兔子的好处就
是生长周期短，比之前那批兔子的生长周期要
缩短 10 天，能节约饲料，加之成本和人工工资
能节约 3 万元。”

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在大力发展兔子养
殖产业之外，今年店头镇还不断优化产业格
局，新引进平菇这一优势产业。在店头镇新村
的平菇大棚种植基地，工人正加班加点，制作
菌棒、点种。大家分工明确，铲料、装袋、封口、
装车，然后将制作好的菌棒运送到温室大棚
内。基地负责人刘松贵说：“我们种了 20 座大
棚平菇，估计能种 30 多万袋菌棒，预计产值
200 万元。”

去年以来，店头镇充分发挥区位和资源优
势，聚合力、扩规模、提品质，大力发展和壮大
区域特色产业。下一步，将着力打造创新能力
强、产业链条全、品牌特色亮、联农带农紧的农
业产业全要素全链条，实现农产品附加值不断
提升，农产品销售渠道不断拓展，农民收入不
断增长。

黄陵县店头镇

特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蓝天丽日下，怒放的苹果
花挂满了枝头，散发出阵阵幽
香，授粉的蜜蜂“嗡嗡”忙碌
着，工人们忙着给果树喷洒有
机 肥 及 富 硒 微 元 素 ……4 月
21 日，在千阳县城关镇侯家
坡村富硒园内，一阵阵花香沁
人心脾，让人流连忘返。

侯家坡村富硒园内栽种
有 8 个不同品种的樱桃、4 个

品 种 的 苹 果 共 占 地 58 亩 。
2022 年，侯家坡村瞄准富硒
农 业 市 场 前 景 ，在 镇 域 开 始
尝 试 种 植 富 硒 苹 果 、富 硒 樱
桃、富硒小麦、富硒谷子等农
作 物 ，为 群 众 增 收 拓 宽 了 新
路子。

目前，侯家坡村已在镇域
内示范种植富硒苹果、樱桃、
西甜瓜 630 亩，富硒小麦、谷

子 、玉 米 3600 亩 ，富 硒 养 殖
肉鸡 4000 只、猪 10 余头，开
创了富硒技术助推农业生产
提 质 增 效 的 新 模 式 ，实 现 了
粮食增产、果品提质、畜禽防
病 、农 民 增 收 的 跨 越 式 提
升 。 城 关 镇 被 命 名 为“ 富 硒
产业示范镇”，侯家坡村被命
名为“富硒产业示范村”、“富
硒产业示范园”。

标 准 化 种 植 、规 范 化 管
理、品牌化发展，让侯家坡村
富 硒 产 业 渐 渐 唱 响 了 市 场 ，
也抢占了农业发展新领域新
赛道。“富硒产业园”从单一
种 植 延 伸 到 农 旅 融 合 ，建 成

为 田 园 综 合 体 ，既 火 了 乡 村
也富了百姓。

富硒种植产业，只是城关
镇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
个 缩 影 。 经 过 多 年 摸 索 ，如
今 ，城 关 镇 已 形 成 千 川 胡 萝
卜 、冉 家 沟 西 甜 瓜 、城 内 粉
面、新兴农家乐等优势产业，
把发展特色产业作为促进富
民增收的主要渠道，以“龙头
企 业 + 合 作 社 + 基 地 + 农 户 ”
的 发 展 模 式 ，带 动 全 镇 农 民
可 支 配 收 入 年 均 增 长 8% 以
上 ，有 效 巩 固 了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为 乡 村 振 兴 打 下 了 坚 实
基础。

老手艺“编”出好日子
本报记者 张恒

让传统农业更具“硒”引力
通讯员 刘家秀

本报讯（通讯员 何祥斌）
4 月 24 日，位于汉中市南郑
区梁山镇前丰村的玫瑰园迎
来最佳赏花期，玫瑰园内的
数万株玫瑰迎来盛花期，或
粉红、或嫩黄、或洁白的各色
玫瑰交织在一起，共同开启
专属于汉中人的浪漫之旅。

为了给游客提供全方位、
多角度的赏花体验，玫瑰园
为广大游客量身定制超大观
景台，可以俯瞰数万株玫瑰
花海，视野极佳。同时，园区
还通过增加小火车、露营基
地、萌宠动物园、山野茶肆等
多种项目，让游客与玫瑰花
零距离，增添赏花乐趣，享受
绿色生态。

据了解，该玫瑰园是汉中
地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
蔷薇科科普观光园，园内有
大马士革、黛安娜、卡罗拉、
夏 洛 特 夫 人 等 100 余 种 玫
瑰。每年四月中下旬，各类
玫瑰开始争先绽蕾吐蕊，四
月下旬就开始进入最佳观赏
期，花期可持续至 11 月底。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打造
玫瑰综合产业园，大力发展
生态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
游，打造农旅融合综合体，为
游客提供观光、休闲、娱乐、
研学等多种服务，助力乡村
振兴，让‘玫瑰经济’美了乡
村富了农家。”前丰村党支部
书记刘兴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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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永寿县群众抢抓农时，播种玉米、糜子、谷子、豆子，种植

蔬菜，管理果园，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图为 4 月 23 日，永寿县监

军街道永安村果农仇小霞正在给苹果树疏果。

通讯员 李建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