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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9 日，在彬州市新民镇南
街一间不足 20 平方米的小店里，前
来吃御面的顾客络绎不绝，经营这
家店的夫妻从早上 6 点开门一直要
忙到晚上 9 点左右。

店主朱丽君是新民镇苏村宫
家第三代御面传承人，她说：“我特
别感谢政府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平
台，我们家的御面远近闻名，是父

辈的手艺加上我们多年的努力以
及对美食的坚守，才换来一批又一
批的回头客。镇上给我们店面，让
顾客更方便吃到我们家的御面，很
多人大老远赶来就为一饱口福。”

“从 7 月 1 日开始，我们小店生
意火爆，干活也带劲。”朱丽君的丈
夫宫国栋说，“我们每天能卖 500 斤
左右的御面，销售额在 2000 元到

3000 元。”
朱丽君家几代人都是手工制

作御面 ，以前一直在自己家里销
售，今年镇上免费提供门面让她们
经营御面，目前销路全面打开，每
天销售供不应求。

与朱丽君夫妻一样，东沟村的
村民耿彬利也是因为镇上的政策，
开始卖起了肚丝汤和麻花。

“我们这里没有美景，一般很
少有人到这里来。但是我们有美
食，像朱丽君家的御面、我家的肚
丝汤和麻花就能吸引一些人。还
有，镇上的领导帮我们在电视台、
抖音等平台宣传，来过的顾客对我

们的美食很认可，会打电话回购。
我们的顾客有西安的、陕北的，还
有外地的。”耿彬利说，很感谢政府
的帮助，现在虽然从早到晚忙得一
塌糊涂，但心里别提有多美了。

近年来，新民镇深挖本地饮食文
化和特色食材，以当地特色食材“苏
村御面、新民麻花、新民肚丝汤”等
为主料打造地方特色美食，对特色餐
饮门店实行免除房租政策，推动餐饮
企业持续升级。此外，该镇对新民
美食文化重新进行挖掘包装，打造
出“新民味道”特色美食品牌，逐步
实现食客变游客、流量变“留量”。

“为了进一步宣传新民的特色

小吃，由新民镇城投公司出资 36
万 元 ，给 予 免 房 租 、配 设 施 等 政
策 ，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老字号
店作为示范店进驻小吃街 ，宣传
推广新民的特色小吃，以示范店为
标杆，逐步规范化、规模化，把原有
的老作坊集中在一块儿，方便食客
购买。我们将逐步通过打造品牌
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推广新
民的特色小吃，使新民小吃走出彬
州，卖到全国。”新民镇市场监督管
理所所长李健健说，“下一步，我们
将进一步打造农家乐，以特色美食
带动农旅融合，让更多群众受惠于
特色餐饮。”

特色餐饮让“食客”变“游客”
本报记者 张恒

本报讯 （南晓文 记者
靳天龙） 8 月 27 日，记者了
解到，近日柞水县红岩寺镇
红安村对撂荒多年的土地进
行深挖、平整、填土、维修排
水设施，107 亩荒地变成了良
田，引领群众复耕复种，为粮
食持续丰收夯实基础。

红安村地处深山、土地
贫瘠、昼夜温差大，农作物
只适合种植土豆和地膜玉
米。每到土豆、玉米成熟季
节 ，野 猪 频 繁 出 没 糟 蹋 庄
稼，加上年轻人常年在外务
工，造成大片田地撂荒。结
合村情实际，镇包村干部、
驻村工作队、村两委班子成
员联手制定了切实可行的
农作物种植方案，鼓励群众
在撂荒地种植油菜、苦荞、

黄豆、麻子、红小豆、四季豆
等小杂粮作物，这些小杂粮
作物具有成本低、投入少、
好 管 理 、出 售 价 格 高 等 优
势，通过实验种植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

“ 下 一 步 ，我 们 将 持 续
加强耕地管理和保护，落实

‘田长制’，将撂荒地复耕复
种和乡村振兴、美丽宜居建
设结合起来，压实责任、细
化 措 施 ，扎 实 做 好 耕 地 建
设，加大荒地治理力度，确
保各项惠农政策落实到位，
最大限度调动农民种粮积
极性，科学合理利用土地资
源，严防耕地‘非农化’、‘非
粮化’，确保基本农田用于
粮食生产。”红安村党支部
书记任彩琴说。

柞水县红安村

百余亩荒地变良田

8 月 27 日，在黄龙县三
岔 镇 梁 家 山 村 ，家 家 户 户
的 庭 院 干 净 整 洁 ，菜 园 里
瓜 果 蔬 菜 生 长 正 旺 ，一 派
生机盎然的景象。

“ 今 年 院 子 里 种 了 辣
椒、西红柿、豆角等蔬菜，
房前屋后边角地都利用上
了 ，自 己 种 的 菜 绿 色 无 公
害 ，也 能 省 下 买 菜 的 费
用。”村民毕万财笑着说。

如今，三岔镇一个个农
家 庭 院 正 变 身 美 丽 新 天
地、增收“聚宝盆”。梁家
山村党支部副书记陈培英

说：“除了种植之外，我们
还鼓励村民因地制宜发展
起 小 养 殖 ，在 庭 院 里 养 殖
中 蜂、土 鸡 等 进 行 自 产 自
销 ，成 为 发 展 壮 大 庭 院 经
济 ，助 农 增 收 的 有 力 抓 手
之一。”

在村民张晓栋家院子
外 ，一 个 个 蜂 箱 错 落 有 致
地摆放着，循着“嗡嗡”声
望去，蜂箱入口处，勤劳的
蜜 蜂 进 进 出 出 ，忙 着 采
蜜。戴着蜂帽的张晓栋一
边 查 看 蜂 箱 一 边 介 绍 ，近
期 蜜 源 丰 富 ，他 每 天 都 要

查看进蜜情况、清理蜂箱、
密 切 关 注 蜂 群 ，随 时 准 备
采收蜂蜜。

“我家养了 20 箱蜜蜂，
原先只是养了一两箱自家
吃 ，后 来 发 现 蜜 蜂 养 殖 的
发 展 前 景 还 不 错 ，经 常 有
人 来 买 ，便 开 始 在 院 子 周
边扩大养殖规模。今年采
蜜后产量能达 50 余斤，按
照 市 场 价 最 少 能 挣 3000
元。”看着自己的“甜蜜”产
业，张晓栋介绍，村民看到
庭 院 养 蜂 带 来 的 收 益 ，也
积 极 参 与 ，纷 纷 效 仿 。 目

前 梁 家 山 村 中 蜂 养 殖 达
500 余箱，进一步拓展了群
众增收渠道。

近年来，三岔镇顺应农
民 群 众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以宜居宜业为目标，盘
活 闲 置 资 源 ，引 导 村 民 大
力发展“庭院经济”。全镇
逐渐形成了“地里有果、院
里有菜、圈舍有鸡羊、空中
有 蜂 ”的 庭 院 经 济 特 色 发
展模式，让业态繁多的“微
经 济 ”催 生 美 丽 乡 村 发 生
蝶 变 ，方 寸 庭 院 焕 发 出 勃
勃生机。

方寸庭院好“丰”景
高亚蓉 本报记者 杨磊

本报讯（记者 韩小珍）
8 月30日，记者了解到，千阳
县抢抓全省“3+X”特色产业
战略机遇，龙头带动、科技
引 领 、分 户 扩 群 、肉 奶 并
举、集群发展，打造全国莎
能奶山羊良种供应繁育基
地及奶山羊良种名城。奶
山羊存栏 26.5 万只（万只以
上养殖场 4 家、千只以上 15
家），全产业链产值25亿元，
先后荣获全国奶山羊育繁
推一体化发展先导县、全省
现代农业产业园等 10 多项

中央和我省荣誉。
千阳县新发布了《奶山

羊冷冻精液人工授精技术
规范》市级地方标准、《奶
山羊性控冷冻精液制备与
输精技术规范》企业标准，
人工授精配种受胎率 95%，

“羊人工授精保定栏”获批
国家专利；先后制定《莎能
奶 山 羊 良 种 母 羊 鉴 定 登
记》等 8 个技术标准，形成
了完备的育种、保种、管理
和疾病防控技术体系，3 项
技术荣获陕西省农业技术

推 广 成 果 奖 ，获 全 国 农 牧
渔业丰收奖 1 项。

同时，千阳县种羊场长
期 与 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
正大集团等专家团队合作，
联合开展冷冻精液、性别控
制、分子育种等前沿技术试
验示范。在全国率先整县
推广奶山羊“种公羊选种选
配、人工采精、常温配送、可
视 精 准 输 精 、B 超 妊 娠 检
查”5 项核心技术，从以前 1
只种公羊繁育期配种 60 只
母羊到目前可配种 2400 只

母羊，极大程度提升了优秀
种 羊 利 用 率 和 参 配 范 围 。
实施提质增效综合技术措
施，经过对正大集团 1200 只
高产泌乳羊生产性能测定、
基因测定等五道程序检测，
其中 532 只莎能泌乳羊进行
100 天产奶性能监测，日最
高产量 6.8 千克每只，日产
10 千克每只以上的超级奶
山羊占泌乳群的 5%，全群
平均单产 4.4 千克每只，预
计 年 只 均 产 奶 量 突 破 1.1
吨，创行业最新纪录。

千阳县奶山羊产业：繁育技术领跑全国

8 月 29 日 ，

汉中市南郑区圣

水镇农民在机收

成熟的水稻。今

年 ，该 镇 认 真 抓

好 粮 食 生 产 ，因

地制宜推广中早

熟、抗倒伏、抗病

虫 害 水 稻 品 种 。

8 月 下 旬 以 来 ，

1.6 万 亩 水 稻 陆

续 成 熟 ，机 收 作

业大大提高了收

割 进 度 ，还 有 利

于秸秆还田。

唐忠华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边清
学） 8 月 30 日 ，笔 者 了 解
到，今年以来，宁强县阳平
关镇扎实做好全镇粮食生
产工作，积极发展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探索种植新
模式，向土地要效益。

据了解，该镇为了推广
此项技术，把粮食、大豆以
及冬油菜播种面积分季节、

分茬口、分作物到村，落实
到组、到农户、到地块，采取
多 种 措 施 ，实 现 玉 米 不 减
产，多收一季豆。同时，为
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技术，国家和省财政每亩
地给予财政补助 200 元。目
前，全镇 2500 亩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的大豆、玉米长
势喜人，丰收在望。

宁强县阳平关镇

“一地两种”助增收

本报讯 （记 者 张恒）
8 月 28 日至 29 日，全省农业
农村市场信息工作推进会
暨培训会在西安召开。会
议全面总结了前阶段我省
农业农村市场信息工作，交
流经验做法，安排部署下阶
段重点工作。

会议要求，品牌培育要
聚焦省级、市级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集中优势资源，打
造知名农业品牌。市场营销
要强化统筹展览展销职能，
依托茶博会、农交会和农民
丰收节，拓展销区市场和节
庆市场。适时开展“请进来、
走出去”产销对接活动，快速
打通销售渠道。加快建设农
产品产地市场，不断提升特
色农产品有效供给能力。信

息服务要以切实服务产业发
展为目标，打破“盆景式”建
设思维，有序推进信息化建
设，不断提升生产管理效率。
打破“孤岛式”建设方式，逐步
建立统一的技术架构与数据
标准，实现共建共享。冷藏保
鲜设施建设要聚焦产业重点
县，做好政策宣传和储备，引
导集聚建设、融合发展，探索

“生产+仓储+加工+销售”的
产地市场建设模式。茶产业
链要严格按照茶产业高质量
发展意见 11 项重点任务和

“六个一”工作安排，建立完
善考评工作机制，规范任务
清单管理，推动任务落实落
细。“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
核要明底线、强考核，切实
推动专项考核取得实效。

我省召开农业农村

市场信息工作推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