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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强县阳平关

镇在清河村举办天麻育

种技术培训会。专家从

品种选择、播种技巧、田

间管理等方面给村民进

行了详细讲解，为该镇做

大做强天麻产业、促进农

民增收夯实基础。图为 6

月 3 日，村民参加天麻育

种技术培训会。

通讯员 边清学 摄

6 月 3 日，在山阳县南宽坪镇
宽 坪 街 社 区 集 体 经 济 油 料 加 工
厂，一股浓郁的香油香气扑鼻而
来。干净整洁的生产车间里，机
器嗡嗡作响，几名工人正在有条
不紊地忙碌着。经过对原料的筛
选、炒料、压榨、水化、过滤、浸油
等复杂工序，一瓶瓶优质香油新
鲜出炉。

近年来，宽坪街社区为了壮大

村 集 体 经 济 ，紧 紧 围 绕“ 一 村 一
品”发展思路，因地制宜，以油料
加工特色产业为主导，形成了“党
建引领+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种植
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2023 年
底，宽坪街社区源味油坊投资建
成，走出了积极探索乡村振兴产
业先行的“新路子”。

“源味油坊建设规模 330 平方
米，全部引进现代化先进机器设

备，今年春开始加工生产，有芝麻
香油、菜籽油、核桃油、花生油等
多条生产线。目前，有 5 名党员群
众入股 10 万元，年底根据收益拿
分红。油坊预计每年能给村集体
增收 15 万元左右，帮助群众每户
增收 500 元。”宽坪街社区党支部
书记施定宝介绍。

从收购原料到压榨香油，从毛
油水化到过滤沉淀，源味油坊实现
了过去个体户“粗放式”产油向“精
细化”规模生产的转变，产出的香
油颜色亮、无杂质、味香、品质高，
深受消费者青睐。宽坪街社区耕
地少，党支部围绕“土特产”做文
章，想办法提升油料作物附加值，

通过外销提升特色产业知名度，力
求立足本村、面向全镇、辐射全县。

“我们选用的菜籽颗粒饱满，
含油高、产量大，品质优良。为了
提高土地利用率，每年秋季种植油
菜，来年 4 月份收割菜籽，收完继
续种植芝麻。这样交替种植，一年
四季不愁没原料。为鼓励群众大
量种植，村委会还免费发放油菜种
子，提供免费榨油服务，加上今年
收购市场价格高，群众都愿意把原
料卖给我们。今年收益高，以后
种植的人只会越来越多。明年开
春还可以吸引更多游客来宽坪赏
油 菜 花 海 ，带 动 我 们 的 乡 村 旅
游。”宽坪街社区干部王琳说。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扩大种植
和生产规模，保证香油品质的同
时提高产量，利用互联网宣传拓
宽产品销路，打通县内外市场，打
造特色香油品牌，为当地群众创
造更多就业岗位，带动他们实现
增收致富。”提起未来发展，施定
宝信心满满。

下一步，南宽坪镇将坚持党建
引领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建强
联农带农机制，持续调动群众积
极性，做强做优特色产业，建设、
管理、运营好村集体经济，把全镇
群众镶嵌在产业链上，走出一条

“党建引领、实体强村、产业富民”
的振兴之路。

““小油坊小油坊””铺就乡村振兴路铺就乡村振兴路
张斌张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靳天龙靳天龙

本报讯 （张鹏 记 者 靳
天龙） 6 月 6 日，陕西省商洛
市丹凤县葡萄气象科技小院
揭牌，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省气象局、商洛学院等单位的
20 余名代表共同见证了丹凤
葡萄气象科技小院的成立。

据介绍，气象科技小院的

成立将进一步带动葡萄科研，
提高葡萄产业气象防灾减灾
水平，保障丹凤乃至陕南地区
果业健康发展。会议上，商洛
市 气 象 局 、商 洛 市 农 业 农 村
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商洛
市科学技术协会、商洛学院和
丹凤县人民政府共同签订了

《丹凤葡萄气象科技小院共建
协议》，并开展座谈。随后，与
会代表统一参观考察了酿酒
葡萄种植基地。

下一步，相关单位将利用
该平台开展葡萄产业气象服
务、气象监测、气象灾害科普、
人员培训、科学实验等工作，

充分发挥“气象+”科学试验和
科 技 示 范 服 务 作 用 ，凝 聚 行
业、部门资源优势，让科技成
果“走进来”、气象服务“走出
去”，为丹凤县发展葡萄种植、
打造葡萄酒历史文化名城、赓
续红酒产业百年荣光、推动乡
村振兴发挥积极作用。

陕西省首家葡萄气象科技小院在丹凤成立

本报讯 （记者 赖雅芬） 6
月 11 日，安康市发改委传来消
息，随着小麦、油菜籽等夏季粮
油 进 入 丰 收 季 ，安 康 市 主 动 作
为、多措并举，全力抓好夏粮收
购工作，为农民增收提供坚强有
力的保障。

自 5 月上旬起，安康市全面
开展市场调查，分析夏粮收购形
势，督促各收储企业对粮食收购
器具进行检修校验，备足夏粮收
购仓容，对仓库进行消毒处理，
满足农户售粮需要。全市准备
收购仓容 3.5 万吨，落实收购资
金 1.69 亿元，共布设 32 个夏粮
收购网点并在市发展改革委官
网进行公示，为保障夏粮收购顺
利开展打好基础。

安康市、县发改部门及时与
种粮大户、粮食收购企业进行对
接，精心解读和宣传国家粮食收
购政策。围绕全链条节粮减损，
在做好收购现场服务基础上，积
极协调粮食企业、合作社提供收
获、加工、收储等社会化服务，积
极指导农民做好庭院科学储粮，
努力帮助农民减损增收。

同时，安康市结合粮食流通
监 管“ 铁 拳 行 动 ”，市 、县 发 改
部 门 对 粮 食 收 购 活 动 进 行 监
督 检 查 ，督 促 各 收 购 主 体 依 法
经营，落实“五要五不准”收购
准 则 ，做 到 价 格 上 榜 、标 准 上
墙、样品上台、仪器设备“持证
上 岗 ”，严 肃 查 处“ 克 扣 斤 两 ”

“压级压价”“打白条”等损害群
众 利 益 的 违 法 违 规 行 为 ，切 实
保障农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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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恒） 6 月 11
日 ，记 者 了 解 到 ，近 日 我 省 制 定

《2024 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旨
在统筹粮油作物协调发展，切实
提高大豆产能和自给率，高标准、
高质量完成我省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任务。

《方案》要求，在陕南山区旱
地 、陕 北 风 沙 草 滩 区 、陕 北 川 道
区、渭北台塬区建设以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模式为主，省
市县共建设高标准示范点 201 个，
面 积 20100 亩 ，其 中 在 榆 林 、渭

南、汉中、商洛各建立一个 500 亩
集 中 示 范 试 验 区 。 各 县 整 合 项
目，在承担任务的乡镇建设集中
连片不少于 50 亩的示范田。

在陕南、渭北及陕北地区落实
9 市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80 万
亩。各市可结合当地种植习惯和
现有农机具装备条件，参考核心
示 范 区 模 式 ，因 地 制 宜 组 织 实
施 。 在 矮 砧 果 园 面 积 较 大 的 县
区，可探索发展果园宽幅套种大
豆技术模式，扩大大豆种植面积。

每市建立不少于 3 个 50 亩的
大豆复合种植技术试验基地，深

入开展大豆复合种植技术试验研
究，主要围绕品种、密度、带型、机
械等关键技术环节，集成完善配
套技术，细化技术指标，加快形成
适应我省不同区域的稳粮增豆生
产技术体系。开展对比试验，增
强宣传效果，为持续提高粮豆综
合生产能力提供技术支撑。

陕北、渭北地区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模式，主推大豆玉米 4∶2
模式，旱地覆膜种植搭配 3∶2 模
式；陕南地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模式，主推大豆玉米 3∶2 模式，
平地搭配 4∶2 模式；陕南地区马铃

薯—玉米—大豆带状套作种植模
式，主推马铃薯（大豆）玉米 3∶2 模
式，山坡地搭配2∶2模式。

《方案》强调，要强化技术落
实。按照分级负责、科技支撑、分
工协作、合力推进的工作机制，整
合科研、教学、推广、生产等行业
和农技、种子、植保、农机等部门
专业技术力量，省市县分别建立
专家指导团队，分工协作，开展技
术研究和推广工作；加强高标准
示范点建设，进一步提高产量效
益、增加辐射带动作用。依托具
有带动能力和带状复合种植经验

的新型经营主体，选择交通便利、
具有区域代表性的田块，集中连
片面积不少于 100 亩，组织精干技
术力量，联合专家团队，强化技术
支撑，确保带状复合种植集成技
术落实。省级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技术专家指导组将围绕限制
我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的因素，组织开展技术研究。各
示范县要调集骨干技术力量，主
动对接省、市科研单位的专家，保
障试验方案落实，规范开展技术
研究，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水平
提升。

我省制定《2024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实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