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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永寿县农民

抢抓农时，在果园进行夏

剪、拉枝、施肥管理。图

为 7 月 6 日，永寿县监军

街道永安村群众正在给

苹果幼树追肥。

通讯员 李建龙 摄

眼 下 ，正 是 鲜 食 玉 米 成 熟 的
季节。7 月 3 日，在华山脚下的一
家香糯玉米加工厂，车间内的智
能化加工线上一片忙碌。凌晨 5
时从地头采摘回来的糯玉米，经
过工人分拣、冷却清洗、真空包装
以及高温灭菌，成为独立包装的
商品。

华阴市太华路街道永宁村村
委会副主任员旭超说：“我们平均

每天可加工 4 万穗玉米，第一季预
计收入 400 万元。一年两季的种
植效益十分可观。”

永宁村村民长期以来主要种
植小麦、玉米等作物，经济产业较
为单一，村庄经济增长缓慢。员
旭超大学毕业后，在家乡创业政
策的吸引下毅然回乡。2015 年，
员旭超偶然发现了鲜食玉米的巨
大商机。经过上网查询和实地考

察，他发现鲜食玉米在广州、上海
等地商超里的价格是传统玉米的
好几倍，便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
的发展机遇。

2015 年，员旭超在村干部的帮
助下，流转了 7 亩土地，全部种上
了从甘肃引进的水果玉米。但由
于种植技术不成熟，当年的玉米成
熟率还不到 30%。员旭超深知，向
农田要效益是个系统工程，良种、
良技以及病虫害防治缺一不可。
从 2016 年起，员旭超开始边种植、
边摸索、边学习。到了 2021 年，永
宁村的水果鲜食玉米种植面积已
从最初的 7 亩迅速发展到了 2000
亩。2022 年，永宁村的两季鲜食玉

米纯收入达 150 万元，并带动了 50
名群众增收。

尽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于
2021 年竞选为永宁村村委会副主
任的员旭超和村委会其他成员并
未满足。2023 年，永宁村争取到
了市政府 49.1 万元的项目资金，
总投资 169 万元，于当年 8 月成立
了公司。公司成立后，通过新建
厂房、调整思路、更换品种，实现
了玉米种、管、收、产、供、销全环
节的科学管理运行。同时，公司
采用“村集体+公司+农户”模式，
让农民、村集体和公司成为利益
共同体，既推动了产业发展，又让
农民富裕起来。

“之前种植的是水分含量较高
的水果玉米，现在改种淀粉含量
高的糯玉米，后者的市场需求更
大，也更便于加工。”员旭超说，考
虑到设备的加工能力，村里的种
植面积已缩减到了 500 亩。员旭
超说：“同样是 500 亩地，种传统
玉米的纯收入约为 40 万元，而种
植糯玉米后，通过‘线上+线下’的
销售方式，两季玉米的保守收入
达 150 万元。而且仅第一季糯玉
米的种植、采摘、加工等就吸纳了
村里和周边的 150 余人就业，每人
每月收入在 4000 元左右，务工人
员每年仅两个月时间就能让家庭
增收近万元。”

一颗糯玉米 种出“甜”日子
通讯员 闫佳琳

本报讯 （吴永刚 通讯员 王宇玲） 7 月 2
日，笔者了解到，为掌握全市春、夏玉米苗情长
势，为制定玉米生长管理指导意见提供科学依
据，近日韩城市农技中心科技人员以粮食经营
主体、种粮大户为核心，分南北粮食主产区开
展玉米苗情调查工作。

此次苗情调查以各粮食经营主体、粮食种
植专业合作社，种粮大户以及粮食主产区为调
查区域。通过掌握全市灌区，扩灌区春、夏玉米
种植情况，了解玉米一、二、三类苗占比情况；对
玉米苗期生长管理情况实地考量，根据调查结
果制定分类管理措施。

调查期间，技术人员主要对亩留苗密度、
植株茎粗、可见叶片数、株高等群体及个体生
育性状，并对田间墒情、病虫害、草情发生情况
进行同期关注。调查结束，技术人员及时对调
查结果进行计算汇总，按时间节点填报《韩城
市春、夏玉米长势调查表》，报送上级相关业务
部门，提供参考依据。

同时，技术人员就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各项
技术进行了宣传指导，现场指导50余人，发放宣
传资料 50 余份。对单产提升迫在眉睫的责任
感、危机感进行压力传导，营造“单产提升、全民
行动”的良好氛围。

韩城市

开展全市玉米苗情调查

本报讯（记者 张恒） 7 月
6 日，记者了解到，近日以“绿
色食品 健康引领”为主题的
陕西省绿色优质农产品宣传
活动在富县举行。

此 次 活 动 向 社 会 各 界 群
众普及绿色优质农产品知识，
进一步展示陕西绿色优质农
产品品牌形象，搭建绿色优质
农产品产销平台，引导陕西农
业加快向绿色化、优质化、特
色化、品牌化发展。活动现场
设置了 26 个绿色优质农产品
展示区，西安甜瓜、宝鸡空心挂
面、渭南青提、安康富硒茶、延
川红枣、黄陵翡翠梨、吴起沙棘
茶、富县苹果蔬菜等农产品吸
引了众多群众参观、品尝。

截至目前，陕西有效期内
绿 色 食 品 1001 个 ，农 产 品 地
理标志登记产品 117 个，名特
优新农产品 389 个，特质农品
147 个 ，主 体 数 量 稳 定 增 长 ，
产品结构不断优化，标准化生
产在农业全产业链上有效落
地，结出丰硕成果，很多绿色
优质农产品广泛受到消费者
欢迎，成为陕西农业特色产业
的“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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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敏） 7 月
2 日，在蒲城县鹏发果业有限
公 司 ，工 人 们 对 网 纹 甜 瓜 进
行筛选、称重、检验、贴签、装
箱后，一批重 24.3 吨的甜瓜，
经西安海关所属渭南海关检
疫合格后搭乘冷链货车运往
越南。这是渭南地区首次出
口 甜 瓜 ，也 是 陕 西 甜 瓜 时 隔
八年再次实现出口。

“ 我 们 从 去 年 下 半 年 开
始 尝 试 做 苹 果 、酥 梨 的 出 口
业 务 ，今 年 想 统 筹 国 际 国 内

两 个 市 场 ，把 渭 南 更 多 特 色
农 产 品 送 上 国 际 客 户 餐
桌 。”该 公 司 负 责 人 路 红 茹
说 ，“ 这 批 网 纹 甜 瓜 是 蒲 城
县 最 早 一 批 大 棚 甜 瓜 ，每亩
产量达 8000 斤，从田间地头
到 走 向 国 际 市 场 ，果 农 都 卖
上好价钱。”

为助力特色鲜果网纹甜
瓜 顺 利 出 口 ，渭 南 海 关 以 推
进智慧海关和“智关强国”行
动为契机，及时建立“服务前
置、监管前移、加快通关”惠

企利企工作机制。从坐果期
就开展指导企业做好甜瓜出
口 的 各 项 准 备 工 作 ，助 力 企
业掌握出口主动权。在生长
期，提供“菜单式”定制化服
务，“手把手”指导企业完善
产品溯源体系和质量管理体
系 等 ，严 把 源 头 质 量 关 。 同
时 协 助 企 业 进 行 注 册 登 记 ，
简 化 注 册 登 记 流 程 ，有 效 降
低企业制度性成本。在采果
期 ，开 辟 易 腐 农 产 品 属 地 查
检“绿色通道”，实行“5+2”预

约、优先查检等制度，第一时
间受理、查验、出具证书，实
现 甜 瓜 出 口 快 检 快 放 、随 报
随 检 ，进 一 步 助 企 压 缩 时 间
成本抢占市场。

西安海关副关长朱玉红
表示，海关将积极践行“千万
工 程 ”经 验 ，深 化 实 验 室 建
设 ，加 强 国 外 技 术 措 施 研 究
应 用 ，持 续 推 广 证 书“ 云 签
发”模式，支持陕西更多特色
农 产 品 扩 大 出 口 ，迈 向 国 际
市场。

渭南甜瓜首次出口

本报讯 （记者 赖雅芬）
7 月 5 日 ，记 者 获 悉 ，近 日 西
安 国 家 粮 食 交 易 中 心 通 过
国 家 粮 食 交 易 平 台 ，首 次 交
易 哈 萨 克 斯 坦 所 产 小 麦
2261.5 吨。

哈萨克斯坦小麦进场交
易，丰富了西 安 国 家 粮 食 交
易 中 心 的 交 易 品 种 ，有 助 于
满足陕西粮食消费市场对高
品 质 、多 样 化 粮 食 产 品 的 需

求 ，对 提 升 陕 西 及 西 北 地 区
的 粮 食 安 全 保 障 水 平 、优 化
居民粮食消费结构具有积极
作用。

此次交易不仅是实物交
易 的 成 功 ，也 是 粮 食 电 子 交
易平台数字化能力的一次验
证和提升。随着国际粮食贸
易 的 数 字 化 推 进 ，交 易 中 心
的电子平台将更高效地连接
国 内 外 市 场 ，促 进 信 息 透 明

和 交 易 便 捷 ，加 速 行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发 挥 中 欧 班 列（西
安）的物流作用，有效缩短了
国 际 供 应 链 距 离 ，降 低 了 交
易成本，为“一带一路”沿线
国 家 粮 食 贸 易 提 供 了 便 利 。
这不仅凸显了陕西在国际粮
食 贸 易 中 的 地 位 ，也 为 其 他
内 陆 地 区 如 何 利 用“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下 的 物 流 通 道 提 供
了借鉴。

今后，西安国家粮食交易
中 心 将 进 一 步 优 化 交 易 功
能，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为
保 障 区 域 粮 食 安 全 、促 进 粮
食交易稳定发展作出更大努
力 。 通 过 不 断 创 新 探 索 ，让
西安国家粮食交易中心成为

“一带一路”沿线粮食贸易的
重 要 节 点 和 平 台 ，助 力 形 成
更加开放、包容、平衡、普惠
的区域粮食安全合作格局。

西安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实现首场哈萨克斯坦所产小麦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