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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宁强县毛坝河

镇草川子村村民正在挖天麻。

近年来，草川子村因地制

宜，积极开展林下种植，发展

天麻产业。今年利用山林坡

地种植天麻 1600 余亩，预计可

增加收入 400 余万元。

通讯员 边清学 摄

本报讯 （记 者 黄敏）
9 月 23 日，记者从富平县自
然 资 源 局 了 解 到 ，今 年 以
来，该局坚持以“田长制”为
抓手，积极创新田长制运行
管理模式，全力构筑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全域耕地保
护新格局，切实守护“责任
田”，筑牢粮食“安全网”。

富平县构建了县、镇、村

“3+1”田长制体系，不断完善
巡田网络，在全县 16 个镇

（街道）建成标准化田长制办
公 室 ，267 个 村 设 立“ 田 长
点”。开展“送图、送法、送
训”三下乡活动，通过县级田
长带头送图巡田、田长办组
队普法宣讲、镇村田长入户
讲策，落实责任主体进田、规
范田长巡田、推动政策入户。

同时，富平县精准建立
“数量账”，构建全县耕地资
源数据库，对全县耕地和永
久基本农田逐图斑明确位
置、面积、权属等信息，建立
镇村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基础台账，确保田长责任区
耕 地 数 量“ 底 数 清 、情 况
明”。严格把控“质量账”，
建 立 耕 地 质 量 档 案 ，坚 持

“占一补一、占优补优”，积
极 实 施 耕 地 改 良 与 提 升 。
合理制定“回退账”，开展耕
地 恢 复 潜 力 调 查 ，完 成
83361 个图斑 28.95 万亩外
业调查，摸清全县范围内可
恢复为耕地的土地资源底
数，建立耕地恢复后备资源
库，规划耕地恢复方案，推
进耕地恢复。

富平县：以“制”促“治”守好“责任田”

9 月 27 日 ，在 洋 县 黄 家 营 镇
骆 驼 项 村 股 份 经 济 合 作 社 的 香
菇 基 地 ，一 座 座 大 棚 整 齐 排 列 ，
大棚内 10 余名群众正忙着整理
香菇椴木。

“今年合作社新发展椴木香菇
1200 架，预计增收 13 万元。在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带动
村上 50 多户村民发展椴木香菇

2500 多 架 ，户 均 年 增 收 3000 多
元。还有 300 多人次在合作社园
区务工，人均年收入 3000 元。”骆
驼项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商秀
莲说。

近年来，黄家营镇坚持“一村
一品、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发
展思路，大力发展壮大种植养殖
为主的村集体特色产业，以发展

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在该镇周家沟村中药材产业

园区，黑色大棚下一株株淫羊藿
长势喜人，10 多名群众来回穿梭，
忙着清除杂草，做好田间管理。

“淫羊藿投资相对较小，收益
周期比较长，预计今年可收益 10
万元。从明年开始进入盛产期以
后，收入要翻番，而且一次种植，
持续收获 12 年左右。今后，我们
将 通 过 合 作 社 继 续 扩 大 种 植 面
积，同时带动更多的群众发展淫
羊藿种植。”周家沟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理事长苏小军说。

今年 3 月份，周家沟村组织干

部群众先后到勉县、宁强等地考
察学习，村两委结合实际，最终在
航天科技集团的大力支持下，通
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
确定种植 30 亩淫羊藿。

目前，合作社与宁强淫羊藿研
究所有限公司合作，签订订单农
业，接受公司技术指导，负责耕、
种 、防 、收 ，最 后 由 公 司 保 底 收
购。通过发展淫羊藿种植，不仅
带动 50 余人在园内务工，还带动
20 余户村民发展淫羊藿近 40 亩。

“我去年看别人的合作社香菇
发展得好，我也发展了 600 多架。
合作社帮我找销路，我对产业发

展很有信心。”骆驼项村村民商应
忠高兴地说。

近年来，骆驼项村依托良好的
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合理谋划
产业布局，采取“党支部+合作社+
农户”模式，大力发展椴木香菇产
业，村合作社不仅带领周边农户
发展椴木香菇产，还给种植户提
供技术指导，并帮种植户联系销
路，为农户解决后顾之忧。

如今，骆驼项村的椴木香菇、
周家沟村的淫羊藿、华沟村的羊肚
菌、庞湾村百亩辣椒、寨沟村的荷
田养鸭等产业，让黄家营镇村集体
经济绽放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本报讯 （记者 张恒） 9 月 28 日，记者
了解到，截至 9 月 26 日，西安市 177.23 万亩
玉米已收获 124.11 万亩，占比 70%；4.63 万
亩大豆已收获 1.93 万亩，占比 42%。秋收
总体进展平稳顺利，“三秋”工作正在有序
开展。

西安市农业农村局成立“三秋”工作指
挥部，印发《关于做好“三秋”农业生产工作
的通知》，8 名局领导带队包抓各涉农区（县、
开发区），深入一线检查指导。各涉农区

（县、开发区）及时召开会议动员部署，采取
领导逐级包抓镇（街道）、村组的方式，靠前
调度指挥，督促指导抓好“三秋”服务保障。

该局投入各类农机具 4.8 万台（套），其
中拖拉机 1.15 万台、玉米联合收获机 3547
台、烘干机 183 台（套）、秸秆粉碎还田机
6000 余台、小麦播种机 4683 台。设立 43 个
农机跨区作业服务接待站，开通 12 部“三
秋”农机作业值班电话，24 小时为农户和机
手提供服务。

同时，该局还加强工作统筹和农资储备
供应，入库秋播种子 3.1 万吨、化肥 5 万余
吨，秋播物资准备充足。结合大面积单产提
升，逐区（县、开发区）压实秋播任务，将措施
细化到地块、品种、机具、技术。逐区（县、开
发区）完善应急预案，健全指挥体系，制定玉
米收获和小麦播种时间表，细化作业路线
图，组织 49 支农机应急作业队随时待命。突
出机收减损，强化安全生产，及时检修农机
具 1.2 万余台，全力以赴做好灾害性天气的
应急抢收抢种各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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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0 日，2024 年陕西
省现代产业园宣传推介媒体
行采访团来到渭南葡萄产业
园。在游客接待中心沙盘
处，渭南葡萄产业园管委会
主任王武威为大家介绍了产
业园及下邽镇的历史、地理
位置、资源优势和发展现状
及 前 景 ，产 业 园 的 种 植 规
模、在带动临渭葡萄产业发
展方面的做法和成效，并带

领大家参观了三贤酒庄、葡
萄大棚、现代农业大棚。

在园区的一座大棚里，下
邽镇神寺村村民王雪琳正在
葡萄棚里摘袋子，只见一串串
葡萄晶莹剔透。王雪琳在园
子里务工已有 13 年了，不但
有稳定的务工收入，还积累了
丰富的果树管理技术。

“产业园离家很近，走着
就来了。每天工作8小时，活

不累，重活都有机械。”王雪琳
告诉记者，她月薪2400元，有
个活干心里很踏实。

“园区最大的作用就是
助 力 农 户 增 收 。 从 园 区
2019 年开始创建省级现代
园区，就特别重视科技，和
国内各大农业院校及国内外
育 种 公 司 合 作 ，引 进 新 品
种，不断优化早熟、晚熟品
种结构，使葡萄经济效益更
高。”王武威介绍。

同时，园区还加速培育葡
萄酒产业新业态，开发了干
红、甜白、低醇等百余种葡萄
酒，配套建设了葡萄产业服务

基地和市场物资供应基地，建
成了集葡 萄 生 产 、技 术 服
务、物资供应、运输储藏、餐
饮 休 闲 于 一 体 的 全 产 业
链 。 年 产 各 类 鲜 食 葡 萄
8000 余吨，葡萄酒、猕猴桃
酒、果饮等其他产品 500 余
吨，年接待游客26万人（次）。

近年来，渭南葡萄产业园
区辐射带动临渭区葡萄种植
面积 26 万亩，产量 35 万吨，
产值超 30 亿元，从事葡萄相
关的就业人员 13.3 万人，形
成了葡萄产业集群和全配套
产业链，临渭葡萄果品区域
公用品牌价值25.77亿元。

做强特色产业 赋能乡村振兴
通讯员 张恤民 何龙

“甜蜜”产业有奔头
本报记者 张恒

本报讯 （鱼玉军 曹
丹妮） 眼下，榆林市榆阳
区 富 硒 山 地 苹 果 即 将 迎
来 丰 收 季 。 9 月 22 日 上
午，在榆阳区青云镇的一
片果园里，一台农机正在
梯田里挖坑施肥。

“进入 9 月，我们进行
了第三轮施肥，施用的是
羊粪。”榆阳区绿聚家庭
农 场 负 责 人 赵 文 忠 指 着
一 堆 肥 料 说 。 赵 文 忠 是
榆 阳 区 青 云 镇 太 平 沟 村
人。2020 年 3 月，他流转
了村里的 370 亩果园，在
政 府 的 支 持 下 ，补 栽 树
苗，硬化生产道路，建设
灌溉设施，引进富硒栽培
技术，注册“青云绿聚”商
标，农场生产管理水平稳
步提升。目前，农场拥有
各类机械设备 12 台，固定
劳工 6 人，高峰期用工近
20 人。

“我们主打的是绿色
富硒山地苹果。”赵文忠
介 绍 。 果 园 除 了 施 用 农
家有机肥外，还采用了配
方施肥、追加微肥和生物
菌 肥 的 果 园 培 肥 技 术 。
在富硒栽培方面，果园采
用的是纳米富硒营养剂，
有 正 规 检 测 报 告 。 在 销
售方面，赵文忠通过抖音
平台、驻村干部帮扶等方
式零售，直接从田间送到
客户家中，省去了中间环
节，拥有价格优势。

据了解，今年 10 月下
旬迎来霜降节气，到时绿
聚 家 庭 富 硒 山 地 苹 果 将
大 量 采 摘 上 市 。 虽 然 受
干旱影响，但今年果园超
过一半达到盛果期，预计
可产 4 万多公斤。目前，
榆 阳 区 栽 植 苹 果 面 积 已
达 116 万亩，2023 年苹果
产值实现 50 亿元。

榆阳区

富硒山地苹果即将上市

天麻迎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