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24 日，在镇坪县牛头店镇
水晶坪村徐昌伟家的中蜂养殖基
地，徐昌伟正在与妻子余代英忙碌
地检查蜂箱、割蜂蜜，浓稠透亮的
蜂蜜清香弥漫。

“目前养殖了 500 多箱中蜂，去
年销售蜂蜜 7000 多斤，销售额达 30
余万元，等到今年大量的野生五倍
子花开，收成还会更好。”提起养
蜂，徐昌伟喜上眉梢。

徐昌伟家世代养蜂，20 年前，
他 继 承 了 父 亲 的 养 蜂 手 艺 ，多 年

来，他的养蜂产业不仅做得有声有
色，还通过合作社带动 30 余户群众
养蜂增收。“我的目标是引导带动
更多的农户发展中蜂养殖，尽最大
努力为他们提供帮助，同时将中蜂
养殖发展到 1000 箱，做精、做优、做
大中蜂产业。”对于今后的发展，徐
昌伟信心满满。

在镇坪县，像徐昌伟一样从事
蜜 蜂 养 殖 的 农 户 大 约 有 1800 户 。
2022 年，镇坪县养殖中蜂 3 万群，年
产蜂蜜 30 万公斤，产值 3600 万元。
为提升蜂农科学养殖水平，镇坪以
中蜂种质资源保护、繁蜂育王、中
蜂病敌害防治等生产管理技术和
蜂 病 防 治 技 术 为 重 点 ，开 展 多 层
次、多形式的养蜂技术培训，有针
对性地开展帮扶，引导带动其他农

户发展中蜂养殖，以点扩面，帮助
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

同时，为解决蜂蜜销售难，镇
坪县采取“企业+集体经济+中蜂
大户+蜂农”的订单帮销模式，进一
步拓展了蜂蜜销售渠道，提振了农
户养殖信心。

曙坪镇桃元村何明太不仅自己
养了100多箱中蜂，还成立了蜜蜂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吸纳周边村民
加入合作社，提供技术指导，带动发
展养蜂 1500 余箱。桃元村驻村第一
书记邹兴鹏高兴地说：“目前全村养
蜂收入 60 万元以上，是小蜜蜂给老
百姓带来了甜蜜的幸福生活。”

如今，镇坪县有了产业、技术、
销路支撑，一些有劳动能力的村民
靠养蜂在家门口实现增收。

养蜂酿出“致富蜜”
本报记者 李冀安 通讯员 何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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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铜川市耀州区关庄镇
柏树塬村利用自然地域优势，大力
发展鲜桃产业，从最初的 5 亩发展
到现在的近千亩桃园，人均亩收入
达 4000 余元，鲜桃产业成为乡村振
兴的致富产业。

连日来，柏树塬村梨园组的千
亩桃园又迎来了丰收季 ，远远望
去，漫山遍野的桃树上，挂满了沉
甸甸的桃子，令人垂涎欲滴。村民

们忙着将摘好的鲜桃运到销售点
分选、包装，一派繁忙景象。

种桃大户徐金柱是村里首批
种植桃树的农户，有着近 20 年的种
植经验，种植的鲜桃属于村里独一
份，收入也是村里最好的。“我在管
理上，很注重桃子品质，把果子留
得稀。今年桃树施的有机肥，一亩
地比其他人多投资 100 多元，预计
15 亩桃，能卖 12 万元。明年我还

要把桃园管好管精，把袋子套上，
争取增产增收。”

据了解，柏树塬村位于耀州区
中部山区 ，属于典型的渭北旱塬
区，海拔高，土层厚，是鲜果的适生
区，生产的鲜桃不仅个头大，而且
色泽红、口感好，吸引了省内外客
商前来收购。

正在地头收果子的咸阳客商
郑强说：“我在柏树塬村收桃已经
三四年了，这个地方的桃子品质都
比 别 的 地 方 好 ，糖 度 能 达 17% 至
18%。一天收两三车，供不应求。”

柏树塬村从 1996 年开始发展
鲜桃种植，先后从山东、杨凌等地

引进了“北京八号”、“沙红”、“中油
13”等早、中、晚熟新品种，鼓励村
民大面积种植。为了发展好鲜桃
产业，由村经济联合社牵头成立 2
家合作社，通过对管理技术进行培
训指导 ，使鲜桃品质有了大幅提
升，面积也是逐年增加。

为顺应市场需求，柏树塬村在
管理中全面推广生态果业生产和
标准化生产技术，推行生物防虫、
农药减量控制等新技术 ，使鲜桃
汁多肉厚、香甜味美，提升了市场
竞争力。同时，在每年四月桃花盛
开的时候，举办桃花节，扩大宣传，
有力推进了乡村旅游，为鲜桃产业

品牌化打下坚实基础。目前 ，柏
树塬村鲜桃种植面积近千亩 ，年
产 量 160 余 万 公斤，年收入近 800
万元，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主
导产业。

“下一步，村上将继续在鲜桃
提质增效上下功夫，加强鲜桃管理
技术培训，进一步加大有机肥施用
量，打造自己的鲜桃品牌，做好线
上线下销售，以‘党总支+经济联
合社+群众’的发展模式，做好支
前河片区千亩桃产业 ，做大做强
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助力
乡村振兴。”柏树塬村党总支部书
记齐昌说。

“桃经济”让群众生活更甜蜜
刘卫锋 本报记者 王根平

本报讯 （贾寰 记 者 杨
磊） 目前，正是玉米田间管理
的关键期，为进一步提升玉米
产量，7 月 22 日，延长县植保植
检站在七里村街道佛古塬村的
田地里，使用植保无人机进行
农药喷洒，开展玉米病虫害防
治作业。

在玉米田内，工作人员首
先进行药剂配置工作，同时向
村民们介绍如何调配药剂。伴
随着一阵阵螺旋桨的嗡鸣声，
无人机在技术人员的操控下，
沿着玉米地匀速飞行，雾状的
农药随着气流均匀地散落在田
间地头，没用多久，百亩玉米地
便喷洒完成。

“非常快，还是机械化好，

要是人工喷洒，至少得一天，还
累人得很。”村民拓忠高兴地说。

据延长县植保站站长王世
泰介绍，无人机喷洒农药具有
速度快、效率高、可规模化作业
等特点，不仅大大降低了人力
成 本 ，还 提 高 了 农 药 利 用 率 。

“150 亩玉米，也就 2 个小时就
完成了，非常方便。”王世泰说。

无人机的使用在省时省力
的同时，还减轻了农药对环境
的污染，提升了农作物除草及
病虫害防治效果，更能让种植
户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下
一步，该县将继续加强农机服
务，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强化技
术指导，扩大作业面积，助力农
业产业高效高质发展。

延长县

无人机防治病虫害

本报讯 （通讯员 康龙 记
者 韩小珍） 眼下，宝鸡市陈仓
区赤沙镇宁里巴村的千亩花椒
进入采摘期，椒农们也进入了
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7 月 20
日，宝鸡公路管理局第二机械
化养护中心组织干部职工走进
宁里巴村，帮助农户采摘花椒，
解决椒农后顾之忧。

由于宁里巴村光照充足，空气
湿度小，适合花椒生长，花椒种植
面积不断扩大，花椒产业已成为当
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

“今年的花椒长势很好，品
质也不错，就是家里人手不够，
幸好你们来帮忙，太感谢了。”

宁里巴村村民梁收信拉着帮扶
人员的手激动地说。

为确保农户及时采摘，稳
定经济收入，当天，养护中心组
织干部职工走进花椒地，在了
解采摘要领后，便分散开来，上
手采摘。现场，大家分工明确，
一边采摘花椒，一边交流经验，
相互协作、默契配合。

据悉，宁里巴村共种植花
椒 2600 多亩，预计每户花椒年
收益 1 万余元。接下来，该养
护中心将持续开展“助力乡村
振兴、义务助农采摘”等帮扶活
动，帮助椒农抢收花椒，助力群
众增加收入。

陈仓区宁里巴村

抢收花椒保增收
本报讯 （白腾 杨辰毅） 7 月

23 日，笔者了解到，近年来甘泉县
充分利用道镇纸房村光照资源充
足、土地资源丰富等优势，因地制
宜，紧抓政策机遇，大力发展光伏
扶 贫 产 业 ，光 伏 电 站 成 为 村 民 的

“阳光银行”。光伏支架下部闲置
土地发展的香菇养殖业，也持续促
进群众增收。“光伏+农业”不仅照
亮了群众的小康路，也点亮了甘泉

绿色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在甘泉县道镇纸房村，一排排

深蓝色的光伏板镶嵌在山间。这
是 当 地 依 托 充 足 的 光 照 资 源 ，于
2017 年 6 月建设成投入运行的集中
式光伏电站。

当地还将光伏板下土地资源
充 分 利 用 了 起 来 ，发 展 起 了 香 菇
种植，实现了“一地多产”发展路
子。2019 年，纸房村在光伏板下修

建了 21 座大棚，目前，年收入可达
710 万元。

“光伏+农业”、“一光多用、一
地多收”的复合叠加效益，实现了
经济与生态的双赢，电站每年为 15
个关联村分配收益资金 240 万元，
设计年上网电量 3000 万千瓦时，年
发电收入 2600 万元。5 年来共为 15
个村 800 户群众，开发公益性岗位
1004 个，发放工资 627 万元。

甘泉县：“光伏+”点亮绿色乡村振兴路

连日来，针对高温干旱天气，时令蔬菜豇豆病虫害多发高发，
农户乱用农药进行防治的状况，勉县农检中心联合农业综合执法大
队人员深入豇豆种植集中的镇（街道），对豇豆开展专项抽样监测，
助力豇豆减药控残，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图为 7 月 23
日，工作人员正在抽检作业。 谢婉茹 摄

7 月 23 日 ，
在西安市阎良区
武屯街道的阎诚
脆枣合作社的冬
枣园，负责人杨
学 红（左）在 园
区忙碌。

据 了 解 ，杨
学红在园区办起
了“枣业大田托
管 ”，目 前 有 数
百人加入，大田
托管面积达 3000
余亩。

记 者 崔福红
通讯员 冯长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