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正是收获香

菇的好时节。在汉中

市南郑区青树镇食用

菌 产 业 基 地 大 棚 内 ，

村民忙着采摘、分拣、

搬运、装车，现场一派

繁忙景象。图为 6 月

27 日 ，村 民 正 在 采 摘

香菇。

通讯员 张静 摄

6 月 30 日，在韩城市西庄
镇下甘谷村的温室大棚内，香
瓜、吊篮西瓜、豆角等农作物长
势 喜 人 。 一 根 根 翠 绿 瓜 蔓 ，

“爬”上 3 米多高的立架，圆滚
滚的西瓜惹人喜爱。

“这种立体种植西瓜的方
式为大棚吊蔓技术，是‘导师帮
带团’导师、市农技中心的专家

结合实际情况，指导我们种植
的。”村民樊玉峰说，这种方法
不仅能让西瓜均匀受光，保证
西瓜口感和色泽俱佳，同时提
高了土地利用率，西瓜产量也
得到了提高。

近年来，韩城市充分发挥
“导师帮带团”作用，采取“理
论+实践”模式创新开办“田间

课堂”，定期组织开展“线上+
线下”专业指导培训，持续为
产业发展注入动能。

“结合专家意见，我们创
新推出了‘党支部+合作社+
农户+数字农业’经济发展模

式，不少村子的村集体经济收
益节节高。”西庄镇党委副书记
宁晶辉高兴地说，“村民找到了
增收的好路子，日子也越过越
红火。”

“我们破除年龄、行业、职
务等界限，在‘老乡镇干部’‘老
支书’‘土专家’‘田秀才’里选
导师的基础上，将农村实用人

才、党员致富能手等选入导师
队伍。”下甘谷村党支部书记屈
亚玲说。

目前，西庄镇已选优配强
帮带导师 20 名。针对乡镇年
轻干部、软弱涣散村和后进村
党支部书记、新任村两委成员、
村级后备力量四类帮带对象需
求，西庄镇政府统一调配“导师
帮带团”成员，安排专业人才、
技术能手，分产业、季节、环节
开展专业技术指导，协调解决
资金、技术短板、产品销售等难
题，帮助发展壮大特色产业，推
进强村富民。

本报讯 （高亚蓉） 当下正
值玉米生长的关键期，为确保
玉米稳产增收，连日来，黄龙县
党员服务工作队、三岔镇综合
先锋志愿服务队来到三岔镇长
石 头 村 云 里 府 吨 粮 田 实 验 基
地，使用无人机开展玉米病虫
害防治，通过科技手段助力农
作物管理。

伴随着螺旋桨的嗡鸣声，

两 架 载 满 农 药 的 无 人 机 在 操
作人员的遥控下，沿着玉米地
低空飞行，均匀地将农药喷洒
在田间。“我们这次喷洒的是
生长调节剂和杀虫剂，像今天
这块 200 亩玉米地，大概两小
时就能完成作业。”三岔镇综
合 志 愿 先 锋 队 无 人 机 手 田 东
伟说。

田东伟介绍，相比传统的

人工防治，植保无人机统防统
治具有速度快、效率高、成本
低、喷洒均匀、雾化效果好、安
全环保等特点，能有效降低劳
动力投入和农药的使用量。

“原本几天的工作量，短短
几个小时就能完成，省了我很
多力气。党员服务队还对村民
进行玉米单产提升培训，教我
们怎么选种、施肥，这玉米的产

量 上 去 了 ，收 入 也 就 跟 着 涨
啦。”三岔镇李家庄村种粮大户
张小军高兴地说。

接下来，三岔镇将积极组
织党员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
头，抢抓农时开展助农服务，开
展送技术、送信息、送服务、送
安全等活动，全力推动党员志
愿服务深度融入全镇的各类服
务保障工作中。

黄龙县：无人机“上岗”助丰产

“导师帮带”强村富民
吴永刚 通讯员 高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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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岚皋县 2024 年高素质农民培育
粮油蔬产业发展带头人能力提升培训班举
办。全县粮油蔬菜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
骨干、家庭农场主和魔芋产业大户等 80 余
名学员相聚一堂，学习交流粮油、蔬菜、魔
芋高产栽培技术，助力乡村振兴。

廖霖 龚海涛 摄

本报讯（记者 赖雅芬） 记 者
7 月 1 日获悉，今年“三夏”期间，
陕 西 粮 农 集 团 所 属 涉 粮 企 业 抢
抓 农 时 ，全 力 做 好 夏 粮 收 购 工
作，充分发挥“从种子到食品”全
产 业 链 优 势 ，确 保 夏 粮 颗 粒 归
仓、丰产丰收。

政 策 收 储 夯 实 粮 食“ 压 舱
石”。陕储粮集团严格落实省级
储备粮管理办法，积极做好政策
性收储轮换工作。配备有效仓容
10.74 万吨，维修保养检定设施设
备 150 余台（套），开展业务和安全

生产培训 430 人（次），提供免费晾
晒场地 4 万多平方米，安排收购资
金 2.5 亿元，坚持“优粮优储”，严
把入库质量关，强化收购全流程
管 理 ，优 化 便 民 举 措 ，做 到 早 开
门、晚收秤、快进仓，让农民卖“明
白粮”“放心粮”“舒心粮”。

应 收 尽 收 当 好 收 购“ 主 力
军”。供应链集团积极发挥国有
粮食流通企业主渠道作用，依托
省内外三级粮食购销网络体系，
统筹抓好省内省外两个市场两种
资源，筹措收购资金 16 亿元，在省

内外设立收购库点 25 个，坚持“市
场主导、分级分类、以质论价、优
质优价”的原则，积极入市，敞开
收购，针对不同市场需求，对不同
等级、不同品种、不同价格的粮食
做到应收尽收，建立差异化库存，
既满足企业经营发展需要，又解
决农民卖粮问题。

优 质 加 工 让 百 姓 吃“ 放 心
面”。西瑞集团统筹抓好夏粮收
购与保供稳价各项工作，一体推
进粮食收储、贸易、加工、供应、销
售等各环节工作。兴平、富平两

个面粉公司抢抓夏粮收购时机，
及时升级接粮系统，合理调配工
作人员，更新提升工艺技术，改造
卸粮基坑，敞开收购、建立库存，
切实满足生产加工需要。

良技良法带农“增产量”。杨
凌数科公司通过实施良种良技良
法，紧密衔接科学技术和生产实
践，在杨凌示范区基地引进国内外
460 多个小麦品种开展品种选育试
验，选育优质、高产、多抗小麦品
种，为旱区粮食作物提质增效和绿
色发展提供种子芯片基础保障。

在武功基地，与当地专业化种植合
作社联合开展粮食单产提升行动，
实现优良品种和高产高效栽培技
术的配套，持续提升粮食产量。与
去年相比，每亩产量提升 10%左
右，在粮食增产稳产和联农带农方
面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

接下来，陕西粮农集团将进一
步发挥国有企业使命职责和龙头
企业带动示范作用，抢抓机遇、灵
活入市，力争多收粮、收好粮、优
加工、保供应，坚决打好打赢夏粮
收购攻坚战。

全产业链协同 绘就夏收好“丰”景

（上接第一版）科教、文化等资源，动员广
大企业和群众参与，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结
合深化“三个年”活动和发展县域经济，进
一步扛牢抓“千万工程”的主体责任、属地
责任，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统筹协
调、督促指导，县委书记要当好“一线总指
挥”和“施工队长”，巩固五级书记一起抓、
上下联动一起干的生动局面。

赵刚强调，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持
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防止返贫
动态监测帮扶，落实落细重点帮扶支持
政策，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
等，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化解，千方百计
拓宽脱贫群众就业增收渠道，牢牢守住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要学习运用好

“千万工程”经验，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抓好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做优做强
现代农业产业链群，深入推动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不断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加快建设彰显三秦风韵的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要对照国家考核评估反馈情况，
统筹各类督导反馈问题，细化问题清单、
整改清单、任务清单和整改措施，较真碰
硬、举一反三、分类施策抓好整改工作，确
保改彻底、改到位。

会议以“现场观摩+视频会议”形式举
行。会上，与会同志观看了《“千万工程”
在陕西》专题片，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
厅、省住建厅和商洛市、汉中市镇巴县、延
安市吴起县、西安市周至县、宝鸡市陈仓
区作了发言。省直有关部门、部分中央驻
陕单位、苏陕工作队主要负责同志，各市
县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
志等参加会议。

会前，部分与会同志分两组在商洛市
丹凤县棣花镇许家塬村，洛南县四皓街道
白川社区、保安镇仓圣社区，商州区三岔
河镇闫坪村、七星村，柞水县营盘镇朱家
湾村、下梁镇老庵寺村，山阳县户家塬镇
户家塬社区、色河铺镇陆家湾村观摩了乡
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