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 业 振 兴 展 新 颜产 业 振 兴 展 新 颜产 业 振 兴 展 新 颜

03 2024年7月15日 星期一
责编 吴哲 校对 辜希静 美编 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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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在石泉县城关镇青山沟林
果产业基地，3000 亩李树连绵数个山头，
场面蔚为壮观。

据悉，该基地种植有蜂糖李、紫皮脆
李、青脆李、黄心脆李等多个品种。目前
紫皮脆李已成熟上市，预计鲜果年产值
超过 1000 万元。图为 7 月 8 日，群众正在
分装鲜果。 董长松 摄

连日来，在陇县河北镇各
村的麦茬地里，种植户开展荞
麦播种工作。

“荞麦近年来市场表现抢
眼，我们围绕荞麦产业高质量
发展，聚焦荞麦良种选育、优质
荞面加工、保健荞麦醋、养生荞
麦酒、长寿荞皮枕头等产品开
发，并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的

全产业发展模式，多渠道增加
群众收入，壮大村集体经济发
展。”7 月 10 日，河北镇党委书
记、镇长杨仪说。

依托本地独特的气候、土
壤、地形等自然条件和小杂粮种
植传统，河北镇党委带领各村充
分发挥党支部示范带动引领作
用，打破传统、单一的种植模式，

通过荞麦农业特色产业帮助群
众实现增收。其间，为了促进产
业发展，拉长荞麦的产业链，全
镇探索创新荞麦深加工途径，并
延伸到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
领域，形成了种植、餐饮、加工等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格局。

庙坡村是河北镇首个发展荞
麦集体种植的村庄。“我们的荞麦
种子是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集中
统一采购，免费发放到户，并全程
跟踪指导，签订收购订单。2023
年，庙坡村荞麦夏播面积 2013
亩，有226户群众参与种植，今年

预计种植2300余亩，这两天播种
工作已接近尾声。”庙坡村党支部
书记高鹏飞介绍。

目前，河北镇 8 个村已全面
开展荞麦规模化种植，预计全
镇今年将实现荞麦万亩种植。

下一步，河北镇将继续把
坚持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在做
好荞麦种植的同时，努力经营好
村集体荞面饸饹店，制作荞麦
醋、荞麦枕，实现种荞麦、磨荞
面、卖饸饹、酿香醋、做枕头全链
条发展，把荞麦产业做出特色，
带动产业兴旺、群众增收。

眼下，正值葡萄成熟的时节。
延安市宝塔区河庄坪镇赵家岸村
的葡萄也陆续上市，进入了采摘
季，吸引了不少周边市民、外地游
客慕名而来，体验采摘乐趣。

7 月 7 日，记者走进赵家岸村

葡萄种植户李军利的葡萄园，一
串串圆润饱满、色泽诱人的葡萄
挂满枝头，让人垂涎欲滴。市民、
游客穿梭其中，李军利正忙着给
客人采摘、装箱，果园内一片忙碌
景象。

“ 听 说 这 边 的 葡 萄 采 摘 很 有
名，我就来这边采摘。这里温差
大，葡萄确实好吃，很甜。我们准
备多买几箱，到时候让亲朋好友
品尝一下延安的葡萄。”西安游客
李一凡说。

李军利种植葡萄已经有 8 年
了，2022 年，他承包了 11 座温室
大棚，占地 40 多亩。“目前，主要
种植夏黑、蜜光、妮娜皇后、阳光
玫 瑰 等 葡 萄 。 今 年 虽 然 是 初 挂
果，但是经济效益很不错，从六月
中旬开始，葡萄已经相继成熟上

市。”李军利说。
“现在上市的有夏黑、蜜光，之

后上市的有妮娜皇后、阳光玫瑰。
目前销量还可以，现在夏黑采摘装
礼盒都是 30 元一斤。妮娜皇后颗
粒大、口感好、香味浓，深受大家喜
欢。今年预计所有葡萄产量2万多
斤，收入40 万元。”李军利说。

近年来，赵家岸村按照“农文
旅助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思路，
走出了“盘活闲置资源、壮大集体
经济、促进乡村振兴、实现群众共
富 ”的 发 展 路 子 。 通 过“ 政 府 补

贴+农户自筹”的方式，该村建成
高标准温室大棚 45 座，带动 15 户
农民种植樱桃、葡萄、甜瓜等有机
果蔬，通过入园采摘、定点售卖等
方式，助力村民增收致富。2023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81.2 万元，村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3 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提升基础设
施，建设小冷库，提高水果品质，努
力打造‘河庄优品’品牌，让来赵家
岸的人吃农家饭、住红谣民宿、采
摘有机水果，助力乡村振兴。”赵家
岸村党支部书记王年军说。

本报讯 （记 者 杨
磊 通讯员 刘娟）“我今
年 养 了 12 张 蚕 ，能 收
550 多 公 斤 蚕 茧 ，按 照
今年的价格，能收入 3.3
万 多 元 。”7 月 9 日 ，在
延川县关庄镇杨家坪村
委 会 蚕 茧 收 购 现 场 ，来
自文安驿镇封家湾村的
养殖户张丽丽开心得合
不拢嘴。

眼下，延川县迎来了
2024 年的第一季蚕茧丰
收 。 每 天 一 大 早 ，蚕 农
们便带着一袋袋蚕茧排
起 了 长 队 ，前 来 收 购 蚕
茧的工作人员有条不紊
地称重、鉴定品质、登记
结算。

“ 我 今 年 养 了 2 张
蚕，单产量都是 110 斤，
产量比较高，26 天的时
间 收 入 6600 元 ，时 间
少、收入高，没想到我们
老人也能有一份收入。”
关庄镇杨家坪村养殖户
宜小玲说。

为了助力养蚕户增
收致富，延川县畜牧服
务中心积极联系对接杭
州钱皇丝绸公司，对蚕茧按照品质定价，
既确保蚕茧质量，保障蚕农收益，又能促
进延川县蚕桑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这里的茧子质量好，与全国其他地
区的蚕茧相比，也是非常优秀的。这些
茧子能够做出更好更高级的丝绸产品。”
公司产品经理万俞林说。

据了解，延川县今年共养蚕 160 张，
此次预估收购鲜茧 7000 公斤左右，产值
达 43 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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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恒） 7 月
12 日，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
西 安 市 积 极 开 展 农 资 打 假 工
作，严厉打击各种农资经营违
法行为，有效维护了广大农民
的切身利益，保障了农业安全
生产。

西安市农业农村局牵头组
织召开了农资打 假 专 项 行 动
视 频 动 员 部 署 会 ，印 发《2024
年 全 市 农 资 打 假 整 治 行 动 方

案》《西 安 市 2024 年 种 子 、农
药、化肥企业、门店部门联合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检查工
作实施方案》，要求全市各级
各有关部门强化领导，凝聚合
力，确保 2024 年农资打假工作
取得实效。

西安市组织开展了春耕生
产、市场净化、质量整治等专项
行动，净化稳定农资市场秩序，
检查种子经营主体 240 家，发

放资料 1387 份；检查生产经营
主体 218 家，责令整改问题 18
起；检查肥料生产经营主体 173
个，现场纠正不规范行为 10 起；
受理各类投诉举报线索 46 起，
罚没款 8995.4 元，没收假劣产
品 118 袋（瓶）；开展农机生产监
督检查，共检查农机生产企业、
合作社、维修网点 49 家；发放政
策业 务 技 术 科 普 等 宣 传 资 料
653 余份。同时，制定印发了

《关于开展“2024 年放心农资
下乡进村宣传周”活动的通知》
等文件，组织各区（县）、开发区
农业部门协同行动。

下一步，西安市将继续加
大农资巡查检查力度，持续推
进农资打假工作，加大对农资
经营主体日常执法检查处罚力
度，坚持问题露头就打，从快从
严问责，从重处罚，维护好全市
良好的农资市场秩序。

西安：扎实开展农资打假行动

葡萄成熟采摘忙“甜蜜产业”促增收
本报记者 杨磊

一粒小荞麦 带动大产业
本报记者 韩小珍 通讯员 贺丹

今年，汉中市南郑

区 湘 水 镇 盘 龙 庵 村 发

展烤烟种植 40 亩，通过

引进新技术、创新管理

模式，提高了烟叶的质

量和产量，增加了农民

收入，实现了产业融合

发展。图为 7 月 11 日，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和 包 联

干部在查看烟叶长势。

通讯员 卢文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