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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旬邑

县 职 田 镇 积 极 打 造
“蔬菜小镇”，建设新
型日光温室大棚 878
座、锯齿型薄膜连栋
温室大棚4座、天蔬菜
种植区 2000 亩，以及
相关配套设施，采取

“龙头企业+村集体经
济+农户+电子商务+
订单式种植”的模式，
不 断 壮 大 村 集 体 经
济，持续增加群众收
入。图为 8 月 22 日，
群众正在采摘蔬菜。

刘亚妮 蒙天记
者 黄河 摄

本报讯（王阿娟 王楠
记者 黄河）眼下，正值辣
椒采摘和摆蒜的关键时
节，在兴平市桑镇东桥村
产业园内，50 多名群众穿
梭在田间地头，有的将红
辣椒摘下、打包、装车、运
走，有的将蒜瓣整齐摆入
土壤中，处处呈现出一片
繁忙景象。

桑 镇 东 桥 村 党 支 部
书记晁烨介绍，今年辣子

长势良好，亩产可达 1500
公斤左右，每亩利润可达
7000 元左右。

据了解，东桥村通过
流转土地 200 多亩，整合
小、散种植户，按照村集
体经济合作社模式，建立
了集育苗、栽种、技术指
导、收购、初加工于一体
的辣蒜产业园，先后吸引
20 户群众加入其中，解决
周边 100 多名村民就业。

合作社预计年产值可达
600 万元。

为 不 断 壮 大 辣 蒜 这
一传统产业，桑镇通过地
块转型、产业布局优化、
种植技术升级、金融扶持
和市场化运作，全力在辣
蒜种植端和精深加工上
发力，通过“互联网+”、电
商平台、直播带货、订单
农业等方式让桑镇辣蒜
走出陕西、远销国外。据

统计，全镇辣椒种植面积
5000 余亩，大蒜种植面积
8000 亩，辣蒜产业使种植
户人均收入达 16437 元。

“ 下 一 步 ，我 们 将 继
续 强 化 党 建 引 领 ，采 取

‘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加大集约化、规模化、
专业化种植，让辣蒜产业
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
业，带动群众致富增收。”
桑镇党委书记康达表示。

兴平市桑镇：“辣”出致富花 打响金“蒜”盘

本报讯 （记者 张恒） 8 月
23 日至 24 日，全省猕猴桃全产
业链建设现场会在周至县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现代农业
全产业链建设推进会精神，安排
部署了全产业链建设重点工作。

会议强调，猕猴桃全产业
链 建 设 要 按 照“ 稳 规 模 、提 品
质、降成本、增效益”思路，以

“种好、管好、卖好”为目标，以
“三品一标”为抓手，抓项目、补
短板、强协同、促联结，推进猕
猴桃全产业链建设走深走实；
要优化前端稳量提质，建立苗
木繁育体系，加快低效老园改
造，优化产业布局结构；要培育
中端延链扩能，一手抓贮藏分
选能力建设，一手抓“即食”技

术攻关应用；要提升后端融合
增效，健全品牌体系，组建产销
联盟，加大营销推介；要创新机
制培植动能，完善适度规模经
营机制，健全社会化服务机制，
构建多元投入合力机制。

会议要求，要加强调查研
究，精准把握产业发展现状和
规律，科学研判产业发展形势，
聚焦“优化前端、培育中端、提
升后端”，坚持长短结合、链群
共 建 ，突 出 种 苗 繁 育 、布 局 优
化、轻简化生产、冷藏保鲜、加
工转化、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等
关键环节，探索谋划高质高效
发展路径，加快推进猕猴桃产
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支撑县域
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我省召开猕猴桃全产业链

建设推进会

“大家在采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用手抓住果
柄部位，轻轻一扶果子就
下来了，千万不要生拉硬
拽，也不能擦掉果面上的
果粉，这样才能保证咱采
摘的西梅质量最好。”8 月
21 日，在洛川县土基镇范
家塬村的西梅示范基地
内，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西
梅，基地负责人付田锋正
在给大家培训采摘要领。

“这块西梅园到今年
初挂果刚好两年时间，市
场销售价格十分喜人，亩

产值能达 5000 元。到三
年以后进入丰产期，亩产
能达 3000 斤到 5000 斤，亩
产值突破 1.5 万元没有一
点问题。”看着自己栽植
的西梅初见效益，付田锋
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西梅不仅效益好，而
且和洛川苹果产业的物
候期不重叠，可以作为苹
果产业的有效补充。基
于这个原因，2021 年，付
田锋引进了西梅树种进
行试验种植，每年的成熟
期都会有许多周边果农

前来参观，黄龙县三岔镇
的陈继鹏今天就专程前
来考察学习。

陈 继 鹏 家 有 数 百 亩
土地，主要以种植玉米和
苹果为主，今年他想进一
步丰富自己的种植品种，
就专程来到付田锋的果
园“取经”来了。“看这西
梅的品种和成色各方面
都不错，效益很好，回去
后 我 也 想 发 展 这 个 产
业。”陈继鹏告诉记者。

近几年，付田锋不断
探索西梅在洛川的种植
和管理模式，以市场为导
向，及时更新技术，总结
成熟经验，终于在今年得
到初步丰产，也有效弥补
了洛川产业单一的短板，

这也进一步坚定了屈建
兴在洛川栽种西梅的信
心 。 目 前 ，付 田 锋 采 取

“公司+种植合作社+农
户”的产业模式，不仅降
低了果农投资风险，更是
吸引了不少果农加入其
中。在他的带动下，洛川
县西梅种植面积已经突
破了 1000 亩，为群众在苹
果产业之外，又开辟出一
条增收渠道。

“我准备后期继续扩大
种植面积，发展西梅产业，
带动周边的乡亲们一起种
植西梅，为他们提供树苗
和技术指导，开拓销售渠
道，在苹果产业以外为他
们增加一份收入。”谈及未
来，付田锋信心满满地说。

西梅俏枝头 果农笑开颜
王文斌 田伟 本报记者 杨磊

本报讯 （李冲 梁丹斌 记
者 靳天龙） 8 月 24 日，记者了
解到，今年以来，丹凤县多举措
推广丹凤特色美食，打造美食
小城，实现广大市民和游客在
丹凤“吃有所去、去有所选、选
有所爱”。

丹凤县举办了以“品秦岭
山珍、尝百年丹凤红酒、游中国
康养之都”为主题的 2023 年丹
凤县秦岭山珍美食大赛，全面
挖 掘 、宣 传 、推 介 丹 凤 饮 食 文
化，进一步提升丹凤县餐饮业
发展信心，推动全县餐饮业提
质增效。充分发掘本地 10 年、
20 年、30 年特色美食老店，上
门指导门店环境改造提升，设
计制作门头牌匾、门店和特色

菜品简介，打造了一批有辨识
度、有吸引力的丹凤特色美食
精品店。

同时，该县多部门联合规
划建设丹凤夜市，点燃城市夜
间“ 烟 火 气 ”。 拍 摄 丹 凤 核 桃
饼、炉齿面、牛筋面等专题美食
宣传片，全方位、多平台、广角度
开展美食宣传工作。结合丹凤
文旅特点，以凤冠山、丹江水为
设计灵感，设计、制作、开发丹凤
县美食地图、美食书签及丹凤县
美食电子地图小程序，将 37 家
最具丹凤本地特色和知名度的
美食门店集中在美食电子地图
上，来丹凤的游客和本地居民
可以便捷地选择丹凤美味，做
到“一图在手，吃遍丹凤”。

丹凤县

多举措推广地方特色美食

时值初秋，商洛市商州区沙河
子镇落旗河村处处绿意盎然，生机
勃勃。8 月 20 日，趁着雨过天晴，
当地药农纷纷来到田间地头，查看
药材的生长情况。李均良便是其
中之一，他种了 5 亩中药材，从播
种、除草到施肥，几乎全年时间都
在精心管理着。

“ 黄 芩 的 籽 和 根 都 有 药 用 价
值，可以出售，加上这几年药材价
格高，一年到头收入还可以。”李均

良拿着刚采下的药籽说。
作为商州区中药材产业发展

示范村之一，在落旗河村，像李均
良一样种植 5 亩以上的药材大户就
有 55 户。落旗河村还配套成立了
富民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及红土润
叶农副产品购销服务部，并培育药
材收购大户 4 户，让群众在家门口
就可以卖掉药材。

“两个孩子还小，我不能外出
务工，就收购起中药材，一年能加

工一百五六十吨的桔梗。”红土润
叶农副产品购销服务部负责人任
晓静说。

“目前，落旗河村发展中药材
种植 1200 多亩，涉及桔梗、黄芩、丹
皮、黄姜等多种药材，依托村中相
对完善的生产、粗加工、销售体系，
可带动药材种植户周期性增收不
低于 3 万元。”落旗河村党支部书
记兼村委会主任麻刚奇说，同时，
村上还加强技术培训、提高生产技
能，开拓销售市场、稳定药农收入。

“沙河子镇在巩固传统农业产
业的基础上，着重发展食用菌、土
蜂、核桃、樱桃及林下魔芋、中药材
等产业，助推农业大镇、工业重镇、

商贸强镇、生态美镇的‘四镇’建设
实现高质量发展。”沙河子镇镇长
李涛说。

为确保中药材产业行稳致远，
沙河子镇还积极转变发展模式，通
过“少量引种、多点试验、逐步推
广”的方式，引导全镇群众种植中
草药，试点林下经济，实现“一地多
收”，石门沟村便是其中之一。

立足村情实际，石门沟村通过
请专家、查资料、看市场等方式，科
学谋划，在千亩核桃园形成了林药
套种的生态农业新格局。按照“党
支部+合作社（协会）+基地+农户”
的产业发展模式，带动土地流转，
提高抗市场风险能力，打造出集约

化经营新格局。
“我们村是省级‘一村一品’示

范村，现有核桃建园面积 1680 亩。
近年来，我们在加强核桃科管、提质
增效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林下经济，
种植魔芋 680 亩、中药材 400 亩，不
仅带动了周边群众务工增收，还壮
大了村集体经济。”石门沟村党支部
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贺志敏说。

兴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如
今，在沙河子镇，从平地到坡塬，桔
梗、黄芩、五味子等中药材长势良
好，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局面。这
些特色产业已成为带动当地群众
增收的“良方”和促进乡村振兴的
新引擎。

种下中药材 开出“致富方”
董旦旦 本报记者 靳天龙

8 月 22 日，在泾阳

县云阳镇泾云工厂化蔬

菜种苗繁育中心，工人

正在进行西红柿育苗。

近年来，泾阳县大

力发展西红柿种植产

业，全县建立了多个育

苗中心、专业育苗点，

西红柿产业已成功实

现 从 引 种 、试 验 、育

苗、种植到销售的全产

业链经营模式，进一步

助推群众增收致富。

王晓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