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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在汉中市
南郑区梁山镇荣国村，村
民正在种植竹荪菌种。

近 年 来 ，该 村 通 过 土
地托管、流转等措施，不断
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带
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
业增效、农户增收。

通讯员 何祥斌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冀安 通
讯员 张辉） 眼下，正是油菜
秋播秋种关键时期。10 月 15
日，在汉阴县月河两岸稻油轮
作的万亩良田里，旋耕整地、
挖沟除草、拌种条播，农户忙
碌的身影活跃在田间地头。

汉 阴 县 农 业 部 门 及 早 部
署，组织农技人员下乡开展技
术培训和田间指导，动员农户
备耕整地开展秋播秋种，落实
农田粮油生产“应种尽种”。

“ 为 保 证 粮 油 产 量 和 品
质，我们广泛宣传惠农补贴政
策 ，大 力 推 广 农 作 物 秸 秆 还
田、深松深耕、畜粪还田等土
壤改良技术。目前，全县十个
镇的秋播秋种工作已经全面
展开，农户种粮的积极性明显
提升。”汉阴县农业农村局负
责人沈涛介绍。

“要先把土壤深耕深翻，
让田里的土变得平整松散，保
证 在 移 栽 油 菜 苗 时 深 度 一
致……”在城关镇五一村油菜
种植基地内，产业发展指导员
和农户们一起劳作，并提供技
术指导。秋播秋种工作启动以来，该镇干部
群众一起抢抓利好天气在田间地头忙碌，送
政策、送物资、送服务，确保一粒粒粮油种子
按时播入良田沃土，最大限度提升农业经济
效益和土地利用率。

近年来，汉阴县高度重视粮油生产工作，
按照全域农田无荒地、种植标准化、经营集约
化要求，持续推动撂荒地动态清零，加快高标
准农田建设，选用高产良种，强化科技赋能，
稳步推动粮油生产，守稳守牢了粮食安全生
产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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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9 日，在兴平市庄头镇仪空村浩丰
现代农业种植基地，260 亩蔬菜开始陆续采
收，40 多名群众正忙着采摘、装筐。

据了解，该基地实现了一年春秋两季规模
化种植，单季每亩可产 2500 公斤，收入可达
8000 元左右。多年来，基地与上海、深圳、广州
等地的连锁餐饮企业达成合作协议，形成稳定
的供销关系。 王杰 摄

金秋十月，走进旬邑县，成片
的苹果园枝繁叶茂，红彤彤的苹
果挂满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
分拣、装箱、搬运。

“我家的苹果品质好，不仅是
矮化种植，果园里还有水肥一体
化滴灌设施。今年，我家的秦脆苹
果还没到采摘的时候，就已经被客
商预订，一亩地大概收入 1 万多

元。”10 月 13 日，正在果园里作务
的张洪镇于家村村民赵爱玲说。

与此同时，在张洪镇村集体经
济苹果产业示范园里，果树排布
整 齐 划 一 ，富 士 苹 果 正 红 得 鲜
艳。示范园的苹果品种以宫藤富
士和大卫嘎啦为主，大卫嘎啦为
早熟苹果，已采摘完毕。

示 范 园 负 责 人 陆 海 军 介 绍 ：

“示范园里的宫藤富士苹果是不
套 袋 的 光 果 ，光 照 时 间 长 ，糖 分
足 ，色 泽 艳 丽 ，将 在 十 月 下 旬 采
摘。示范园实行多方联动的经营
模式，托管给了社会企业。”

据了解，该示范园是咸阳首个
“5G 智慧果园”，拥有集“硬件+平
台+大数据+智能化+云端”于一
体 的 安 全 运 营 体 系 ，通 过 5G 网
络、数字化手段一次性解决果园
管理、果品溯源、智能化操控及安
全防范多个问题，着力发展规模
化、标准化、现代化双矮苹果示范
园。示范园以“生产经营托管+保
本浮动收益”方式，与旬邑丰瑞茂
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达成长期托

管协议，按照果园幼树期、盛果期
和衰老期划分 3 个阶段，阶梯化收
取果园收益。

“果园实行轻简化管理，引入
了适应轻简化管理的苹果品种，
不套袋、不刻芽、不拉枝，节省人
力物力，可实现一个职业农民管
理 50 亩 矮 化 果 园 ，高 效 且 高 收
益。”旬邑丰瑞茂硕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张长平说。

“我们深入实施‘良种引领工
程’，引进秦脆、瑞雪、富士优系、
华硕等苹果新品种；大力发展矮
砧密植栽植模式，纵深推进品种
优化；推广重茬建园、大苗建园、
矮密栽培、间伐改形修剪提质增

效、专用授粉树配置、病虫害生物
综合防控等技术，为苹果丰产增
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带动了全县
苹果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旬邑县园艺站站长刘发说。

近 年 来 ，旬 邑 县 果 业 的 高 质
量 发 展 离 不 开 新 质 生 产 力 的 赋
能 ，当 地 紧 盯 新 品 种 培 育 、新 技
术推广、新模式发展，通过延链、
补 链 、强 链 ，推 动 苹 果 产 业 全 产
业链加快形成。今年 8 月，旬邑
苹果入围“2024 中国果品区域公
用品牌声誉榜单”，荣获“2023 年
度 受 市 场 欢 迎 的 果 品 区 域 公 用
品牌”荣誉称号，品牌价值 41.11
亿元。

眼下，正是红薯收获季。
10 月 14 日，在延川县延水关
镇石佛村的红薯种植基地，村
民们挥舞着锄头，不一会儿，
一个个体态饱满、秀色可餐的
红薯便被翻出。村党支部书记
贺胜阳则跟村民一起，熟练地
将新出土的红薯分拣、装箱。

“ 我 们 村 今 年 种 了 近 70
亩红薯，虽然今年天气干旱，

产量比去年少一点，但今年价
格不错，能卖个好价钱。”贺胜
阳说。

石佛村土壤为沙壤土，富
含钾，且日照充足，有助于红
薯生长，是种植红薯的“黄金
地带”。这里种出来的红薯外
形好、成色亮，吃起来更是软
糯甘甜，如糖似蜜。“目前村上
有 13 户红薯种植大户，按照

目前市场价每斤 5 元来算，今
年红薯种植的收入大概在 22
万元。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对
接销路，进一步提高咱们村的
收入。”石佛村驻村第一书记
曹凯说。

与此同时，在延川县大禹
街道马家店村也是一派繁忙
景象。该村种植的 300 亩红薯
今年同样喜获丰收。为了确
保红薯顺利销售，马家店村积
极行动，通过电商平台推广、
线下销售等方式，不断拓宽销
售渠道，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今年我们马家店村红薯

总产量约 100 万斤，目前已销
售了 20%，剩余 80%预计今年
年底能全部销售完。”马家店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郝 岗 说 ，近 年
来，村上立足自身实际，大力
发展特色种植，全力增品种、
提品质、创品牌，鼓起了群众
的“钱袋子”。

下一步，延川县将继续加
大对红薯产业的扶持力度，不
断提高红薯的种植技术和品
质，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红薯
品牌，推动红薯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让更多人在红薯产业发
展中受益受惠。

本报讯 （记者 黄河） 10
月 10 日，在乾县临平镇高杜
村 鑫 爱 种 植 养 殖 专 业 合 作
社 的 大 豆 田 里 ，一 台 收 获 机
来 回 穿 梭 ，正 在 忙 碌 地 收 割
着大豆。

“看着这一粒粒饱满的大
豆 ，我 睡 着 都 会 笑 醒 。 感 谢

党 的 好 政 策 ，感 谢 县 农 业 技
术推广站的精心指导，让我的

‘钱袋子’鼓了起来。”合作社负
责人殷军超说，今年在他的带
动下，周边许多群众都来咨询
大 豆 种 植 情 况 ，准 备 明 年 扩
大种植。

据了解，9 月 23 日~10 月

10 日，示范田大豆陆续机械收
获，经种植户实地称重计产，
示 范 区 黑 豆 平 均 亩 产 126 公
斤，按市场价 6 元/公斤计算，
亩毛收入 756 元；黄豆平均亩
产 225 公斤，按市场价 5.2 元/
公斤计算，亩毛收入 1170 元，
增收效果显著。

“大豆喜获丰收，彻底改
当 地 一 年 一 熟 为 一 年 两 熟 ，
全 面 提 高 了 土 地 利 用 率 ，同
时充分发挥大豆固氮菌养地
作用，减少了化肥投入，促进
了 农 业 绿 色 高 效 可 持 续 发
展。”乾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站
长杨静说。

乾县：大豆种植实现一年两熟

红苹果 富农家
刘亚妮 于佳敏

延川：红薯丰收啦
本报记者 杨磊 通讯员 干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