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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汉中市南郑

区 两 河 镇 白 庙 村 举 办

为期 15 天的扇编技能

培训班，吸引周边镇村

40 余 名 群 众 前 来 学

习。图为 7 月 2 日，扇

编 制 作 技 艺 非 遗 传 承

人周婷（右二）讲授棕

扇编制技巧。

通讯员 何祥斌 摄

本报讯 （记者 韩小珍）
7 月 4 日，当宝鸡高新区钓渭
镇的农特产品陈列在宝鸡市
行政中心联华农场生鲜超市
的农产品专柜后，一下子吸
引了消费者的眼球，大家纷
纷排队抢购。

据了解，钓渭镇此次推
出的农特产品有面粉、食用
油、油泼辣子、花椒等，这些
产 品 都 是 该 镇 西 崖 、红 星 、

梁 家 崖 等 村 的 村 民 和 合 作
社 自 产 自 制 的 ，绿 色 环 保 ，
货真价实，很受广大消费者
欢迎。

近年来，钓渭镇坚持以
“农业兴镇、强农富民”为引
领，按照“因地制宜、突出特
色、提质增效”的发展思路，
着 力 打 造“ 果 蔬 百 亩 方 ，干
果 千 亩 园 ，花 椒 万 亩 基 地 ，

‘3+X’千 亿 奶 山 羊 ”项 目 ，

成功打造了“川道果业中间
粮，南山花 椒 加 奶 羊 ”的 立
体 化 产 业 布 局 ，农 业 产 业
规 模 化 、标 准 化 、品 牌 化 迈
上 新 台 阶 ，先 后 培 育 出 了
西 崖 村 菜 籽 油 、梁 家 崖 村
面粉、红星村花椒等一批特
色农特产品，在壮大村集体
经济的同时，也带动了群众
增收。

“ 此 次 与 生 鲜 超 市‘ 牵

手 ’合 作 ，是 镇 上 推 动 农 特
产 品 走 向 市 场 化 的 第 一
步。接下来，我们还要把更
多的农特产品推广出去，如
朱家滩的黑小麦、颉头村的
无花果和西梅、谭庄村的猕
猴桃等，将‘钓渭生产’打造
成地标品牌，提升钓渭镇知
名度和美誉度，助力群众增
收 致 富 。”钓 渭 镇 党 委 书 记
贾建锋说。

宝鸡高新区钓渭镇：农特产品走进生鲜超市

本报讯 （记 者 李冀安 通 讯 员
张辉） 连日 来 ，汉 阴 县 城 关 镇 李 家
台 社 区 20 余 座 蔬 菜 大 棚 的 辣 椒 陆
续 成 熟 ，务 工 群 众 穿 梭 在 大 棚 里 忙
碌地采摘、搬运。

“我们今年一共种植了 20 亩大棚
辣椒，生产出的辣椒色泽好，吃起来又
香又辣，这两天已经进入采收期。每
天都有蔬菜商前来订购，3 元一斤，很
好卖。”李家台社区辣椒产业发展指导
员刘才宽介绍，今年预计能收 3 万公
斤辣椒，为社区集体经济带来 10 万元
的纯收入。

李家台社区共有 10185 人，其中，
移民搬迁到社区 3000 余人，大部分青
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部分弱劳动力
闲 置 在 家 。 为 解 决 人 员 就 近 就 业 ，
2022 年，李家台社区与前进村结对共
建，租赁前进村 50 亩土地发展“飞地
经济”，通过种植西瓜、蔬菜推动产业
发展，实现了搬迁群众就近就业和社
区集体经济壮大“双赢”。

“这几天天气热，我每天早早到大
棚摘辣椒，一天能摘 200 多斤，挣 120
元。这里务工离家近，非常方便。”采
摘工人刘成贤说。

近年来，李家台社区在发展果蔬大
棚产业的实践中，通过不断完善果蔬大
棚配套设施建设、加强技术指导等举
措，提高了土地产出和经济效益，生产
的西瓜、西红柿、辣椒等产业都是县内
外消费市场的“抢手货”，生机勃勃的
大棚经济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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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 日，在安康市汉滨区大
竹 园 镇 东 旭 生 态 农 业 园 千 亩 茶
园，茶山叠翠，茶香四溢。茶园里
茶农正忙着除草灭虫。园区负责
人 单 林 江 介 绍 ：“ 我 们 一 年 采 三
季。目前，夏茶刚采完，现在茶园
正在进行管护。”

该 农 业 园 打 造 集 茶 园 观 光 、
采摘制茶体验、特色茶饮于一体
的经营模式，建设茶业研学实践
教育基地，开展文化研学、采茶制
茶等系列体验活动，推动茶文旅

融合发展，最多一天接待中小学
师生 600 多人在基地开展研学活
动。“下一步，我要在茶旅融合上
下功夫，以茶带旅、以旅富茶，让
更多游客来农业园观光打卡。”单
林江说。

紫 阳 县 焕 古 镇 是 产 茶 重 镇 ，
3 万 亩 茶 园 普 遍 分 布 在 汉 江 边
和 海 拔 600 米 以 上 的 山 地 陡 坡
上 ，其 中 ，大 连 村 坡 地 示 范 茶 园
入 选 中 国 茶 叶 茶 园 管 理 规 范 化
基 地 。 在 大 连 村 坡 地 茶 园 ，安

装 了 11 条 总 长 5500 米 山 地 轨
道 运 输 车 ，并 采 用 无 人 机 植 保
飞防、施肥。

焕 古 镇 党 委 书 记 孟 庆 国 介
绍：“大连村共有茶园 2960 亩，人
均 3 亩茶，培育茶企 8 家、村集体
实体企业 1 家。2023 年茶叶产量
突 破 60 余 吨 ，年 产 值 1800 余 万
元，茶园亩均收益突破 1 万元，全
村茶叶鲜叶销售突破 10 万元的
农户达 28 户，茶产业收入占农民
人均收入 70%以上，成为群众致
富增收的主导产业。”

目前，安康市茶园总面积 112
万亩，茶叶产量 5.5 万吨，综合产
值 突 破 330 亿 元 ，带 动 全 市 60.3
万人人均增收 2000 余元。安康
市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从源

头上“树品牌”，培育出全省第一
个、全国第九个获国家登记的茶
树良种陕茶 1 号。在大力推广以
陕茶 1 号、紫阳群体种为主的本
地优良茶树品种的基础上，安康
市 引 进 龙 井 43、福 鼎 大 白 、中 茶
108 等 适 宜 种 植 品 种 ，确 保 茶 叶
的原料质量。同时，不断优化茶
叶生产区域布局，形成了以紫阳、
平利、汉滨、白河等优势产区为核
心，辐射带动岚皋、汉阴、石泉等
县的茶产业发展格局。

在质量上“塑品牌”，打造健
康 茶 。 安 康 市 加 大 科 技 创 新 投
入，提高茶叶的生产工艺和加工
技术，不断提升产品的品质和口
感。同时，注重整合规范，通过制
定统一的行业标准和管理规范，

树立安康富硒茶的良好形象。通
过广泛的推介宣传，让更多人了
解并认可安康富硒茶，从而在市
场中“强品牌”。

目 前 ，安 康 市 茶 叶 生 产 企 业
（合作社）总数达 567 家，全市有
82 个镇（街道）发展茶产业，全市
15 座 茶 园 被 评 为 全 国 或 全 省 美
丽 茶 园 ，2 条 茶 旅 线 路 被 评 定 为
国家级茶旅精品线路。全市已有
198 家 企 业 获 得 授 权 使 用“ 安 康
富硒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安
康富硒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
43.8 亿元。安康富硒茶还被上合
组织评为“优选出口基地”。这标
志着安康富硒茶已经成功走向国
际市场，为中国茶叶产业的发展
增添了新的动力。

本报讯（记者 张恒）7 月
7 日，记者了解到，近日西安
市 2024 年 玉 米 苗 期 现 场 观
摩暨增密滴灌保苗水肥高效
利用技术培训会在阎良区召
开 ，现 场 观 摩 了 集 深 松 、旋
耕、多层施肥、滴管铺设、等
行距播种一体化功能的玉米
气吸式播种机播种效果和不
同田块、不同类型的抗旱保
苗技术示范成效。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农
技 部 门 要 深 刻 认 识 抓 好 秋

粮生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要 对 粮 食 高 产 高 效 百 千 万
工程、大面积单产提升工作
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要全
面 支 持 种 粮 大 户 、合 作 社 、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等 粮 食 新
型主体发展粮食生产，支持
村 集 体 组 织 参 与 实 施 部 省
市级粮食生产项目，以大户
带小户方式，提高关键技术
到 位 率 ，落 实 藏 粮 于 技 战
略，推动全市粮食单产水平
大面积提升。

夏玉米增密滴灌保苗水
肥高效利用技术是滴灌工程
技术与农艺措施相结合，通
过 在 玉 米 种 植 行 铺 设 滴 灌
带，将水分直接由管道滴入
土壤，直达玉米根系，减少了
空中流动和蒸发，精准实现
增密、保苗、节水、补肥、节本
增效。

近年来，西安市全面示
范推广玉米增密滴灌保苗水
肥高效利用技术。今年夏玉
米播种，各区（县）新型主体

积极示范应用该项技术面积
达 7 万余亩，有效抵御了前
期高温干旱影响，实现了夏
玉米苗齐、苗全、苗壮。

下一步，西安市将围绕
夏玉米抗旱及旱涝急转防范
工作，加大发动群众的宣传
力度，强化以增密滴灌保苗
水肥高效利用技术模式应用
为基础的良技良法配套，广
泛推广玉米密植水肥精准调
控技术，为全市秋粮大面积
单产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

西安市：加强玉米苗期管理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刘丹）“多亏了驻村工作队
的帮忙，我们才解决了茄子的销售难题。”7月5日，
当看到自家种植的紫皮长茄终于卖了个好价钱，石
泉县池河镇五爱村村民冯才华乐得合不拢嘴。

据了解，五爱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今年发
动农户种植了 150 亩紫皮长茄，时下正是茄子丰
收的季节，但受交通、市场、天气等因素影响，导
致农产品价格下降，茄子销售遇到了难题。为让
更多的人尝到五爱村新鲜、无公害的茄子，安康
市公安局驻五爱村工作队队员自愿当起了义务

“卖菜员”，通过统购代销的方式，为茄子寻找销
路，力争实现助农增收。

五爱村驻村工作队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积极
对接酒店、餐饮店、超市等社会力量，拓宽销售渠
道，帮助村民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

“群众有发展产业、劳动致富的需求和动力，
我们就要服务好、保障好，接下来我们将通过统购
代销的帮扶模式，帮助农户稳定增收，进一步调动
村民发展产业的积极性。”五爱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张睿说。

石泉县五爱村

工作队帮销茄子解民忧

从富民之叶到强市之业
本报记者 李冀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