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 日 ，群 众 在

永寿县马坊供销社购

买化肥。

今年以来，永寿县

供销社农资公司采取

“ 聚 合 需 求 、优 选 农

资、规模采购、直供农

户”的服务新模式，向

全县农户供应农资，为

群众集采集配、降低成

本、让利于民。截至 8

月底，供销系统共储备

化肥、种子、农地膜等

农资 3.6 万吨，完全满

足全县秋播生产之需。

通讯员 李建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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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河 ）8 月 29
日 ，记 者 了 解 到 ，近 日 陕 西 省
2022-2023 年度小麦审定试验年会
在咸阳市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 2022-2023 年
度陕西省小麦审定试验总结报告，
评议确定了品种处理意见，听取了
省小麦科企联合体和特殊类型小
麦联合体品种试验总结汇报。本
年度全省小麦品种审定试验共有
31 个品种完成试验程序，56 个品

种继续试验，65 个品种终止试验；
联合体试验 5 个品种完成试验程
序，17 个品种继续试验。

会 议 强 调 ，全 省 小 麦 品 种 审
定试验工作，要加强规范管理和
组织实施。要完善品种审定试验
管理的体制机制，统筹抓好试验工
作，切实履行好试验管理职责；要
瞄准品种审定试验的主要目标，以
品种试验方案的科学性、实施的
规范性、结果的真实性为重点，确

保试验设计科学，试验管理规范，
试验结果可靠；要加强品种审定
试验过程监管，加强试验全过程、
全环节监管，严肃问题查处，严格
责任追究。

会议要求，各品种审定试验主
持单位和联合体牵头单位要加强
试验技术培训工作，进一步规范各
承试点试验管理，加强纪律教育，
严格按照试验方案抓好落实，试验
结果真实可靠。

全省小麦审定试验年会在咸阳召开

本报讯 （记者 崔福红） 8
月 29 日，记者了解到，为了进一
步 支 持 返 乡 创 业 ，推 动 乡 村 振
兴，我省为返乡创业者提供优质
的投资环境和发展机遇。据了
解，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计培训
农村青年、返乡农民工等 12599
人（次），新增网商 864 户。

今年以来，我省实施了县域
商业建设行动，改造提升县城综
合 商 贸 服 务 中 心 、乡 镇 商 贸 中
心、新型乡村连锁便利店，推进
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进一步
畅通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
双向流通渠道。实现县县有连
锁商超和物流配送中心、乡镇有
商贸中心、村村通快递。同时，

鼓励发展农村电商，搭建线上线
下融合的销售平台，帮助返乡创
业人员拓展市场，提升农产品网
络销售规模。

为吸引更多返乡创业者投
资 兴 业 ，助 力 陕 西 开 放 型 经 济
发 展 ，我 省 各 地 挖 掘 当 地 特 色
优 势 资 源 ，吸 引 相 关 产 业 项 目
落 户 乡 村 ，促 进 乡 村 经 济 多 元
发 展 ；积 极 引 导 各 类 企 业 参 与
乡 村 振 兴 ，为 其 提 供 优 惠 政 策
和 服 务 保 障 ，鼓 励 企 业 与 当 地
农 民 合 作 共 赢 、共 同 发 展 。 另
外 ，我 省 还 将 加 大 基 础 设 施 建
设力度，提升乡村生活品质，让
创业者和其家人享受到同城化
的优质公共服务。

我省上半年培训

返乡农民工12599人（次）

本报讯 （胡汉杰 通 讯 员
石兴华） 9 月 1 日，笔者走进城
固县五堵镇高桥村，看到稻田满
地金黄。一台台收割机伴随着
阵阵轰鸣，在田间穿梭，一串串
稻穗很快被吞进“腹”中。村民
手脚麻利地装袋、搬运

“最近天气好，为省工省时，
我雇用了一台收割机收稻。今
天收割的 6 亩水稻 2 个多小时就
收完了。”正在田间忙碌的村民
李 国 芬 擦 了 擦 额 头 的 汗 水 说 ，

“我家今年种植水稻 10 亩，预计
亩产 1200 斤不成问题，总产量能
达 1.2 万斤以上。”

“8 月 下 旬 以 来 ，水 稻 陆 续
成 熟 ，我 们 组 织 村 干 部 和 驻 村

干部纷纷下沉田间地头做好指
导 ，广 泛 发 动 群 众 积 极 开 展 水
稻 抢 收 。 对 交 通 条 件 好 的 田
块，科学调度农机具、收割机进
行 收 割 ，对 机 械 无 法 到 达 的 偏
沟 小 岔 田 块 ，发 动 村 民 采 用 打
谷 机 进 行 收 割 ，对 缺 劳 户 和 困
难户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协
助收割，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高桥村党支部书记周波介绍。

近年来，高桥村下大力气整
治土地，稳 定 粮 食 种 植 面 积 ，
引 导 群 众 应 种 尽 种 ，实 现 粮 食
增 产 ，农 民 增 收 。 今 年 ，全 村
种 植 水 稻 1100 亩 ，总 产 量 可 达
660 吨 ，农 民 增 加 收 入 达 800
万元 。

城固县高桥村：千亩水稻收获忙

本报讯 （通 讯 员 吴珍丽
袁欢欢 记者 张恒） 当下，正是
秋粮成熟稳产的关键时段，三原
县 26.63 万亩秋粮作物玉米多数
已进入灌浆期。为夯实秋粮丰
收基础，该县农业科学技术中心
派 出 农 技 人 员 ，深 入 田 间 地 头

“把脉问诊”，指导农户抓好玉米
田间管理，确保秋粮稳产丰收。

8 月 29 日，在三原县渠岸镇
黄毛村、大吉村，陂西镇蔡王村、
东毛村，成片的玉米长势喜人，
农技人员正在田地里对玉米苗
情、虫情和土壤墒情等进行监测，
并对玉米穗长、穗行数、行粒数等
进行记录，同时为种植户讲解病
虫害防治、肥水管控等知识。

县农业科学技术中心农艺
师田永平说：“今年县上共成立 5

支技术小分队，对全县玉米增密
度和‘一喷多促’工作进行全程
技术服务、指导。在此提醒广大
农户，目前应该注意加强病虫害
防控和后期防涝减灾工作。”

每次农技人员来田间指导，
金穗硒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支西财都听得特别认真。他说：

“今年我播种了 380 亩玉米，在科
技中心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种植
初期就采取增密度种植法，加上
中期的施肥打药，今年玉米长势
很好。”

截至目前，全县共追肥 50.6
万亩（次），开展化学除草 30 万
亩（次），“ 一 喷 多 促 ”23.6 万 亩
（次），总 防 治 面 积 53.6 万 亩
（次），为全县秋粮稳产增收打下
了坚实基础。

三原县：农技服务进田间

眼下，正是玉米陆续上市的季
节。兴平市丰仪镇水寨村种植的
100 亩糯玉米和水果玉米也迎来销
售旺季。和往年不同，今年，水寨
村党支部书记李卫国通过抖音“直
播 带 货 ”，让 鲜 玉 米 销 售 搭 上 了

“电商快车”。
8 月 25 日，在水寨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种植的 100 亩玉米地里，几
名合作社成员在紧张地掰玉米、装
袋、运输。

“欢迎进入直播间，‘万糯 2000

’特别适合老年人，嫩一点的用水
煮 ，老 一 点 的 笼 屉 蒸 ，味 道 特 别
美。”李卫国在田间地头摆起桌子，
放上新鲜玉米，开启抖音直播。一
时间，直播间内上百人围观。

从去年开始，李卫国就尝试拍
短视频推广村里的玉米，吸引了一
定的粉丝量。今年，他干脆拉开架
势开启直播。李卫国介绍，这几
天，随着玉米一天天成熟，他几乎
每天都坚持直播两小时。目前已
经有1万多份订单，销售势头不错。

在合作社的包装车间，村民们
给玉米覆上保鲜膜、装箱，3 斤、5
斤、10 斤，规格不同，价格从 7.9 元
到 25.9 元不等。

“家里有老人，出不了远门，在
家 门 口 就 业 ，能 有 一 份 收 入 挺

好。”水寨村村民彭建娥说，和她
一样在合作社务工的村民还有 20
多人。

“直接和消费者对接，省去中
间环节，种植户的利益能得到很好
保障。”李卫国说，“往年每斤 1.2 元
的 玉 米 ，现 在 一 个 玉 米 棒 就 卖 1
元。以前，把玉米收回来，要脱粒、
晾晒，费时费力，现在从地里直接
走向市场，方便快捷效益好。”

据 悉 ，水 寨 村 今 年 除 了 引 进
“万糯 2000”、“香甜 938”等玉米新
品种试种 100 亩，还发展葡萄、蘑
菇种植，为村民们提供了就业和
增收的机会。借助电商平台，这
些农产品将销往全国，水寨村将
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群
众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鲜玉米搭上“电商快车”
王楠 胥正齐 本报记者 黄河

眼下，正值花椒成熟的季节。
8 月 30 日 ，在 蒲 城 县 尧 山 镇

光陵村花椒种植区，漫山遍野的
花椒树枝繁叶茂，粒粒油亮饱满、
色泽艳丽的花椒缀满枝头。椒农
王满仓正组织村民采摘自家成熟
的花椒。“去年一亩地产 300 斤花
椒 ，今 年 能 产 400 斤 左 右 。 村 上

立足椒农所需，修建的花椒烘干
车间于去年正式投用，给我们吃
下了‘定心丸’。”王满仓说。

每天中午，村民将采收的花
椒陆续运到加工厂房。厂房里，
一台台机器正发出“隆隆”声，开
足马力对鲜花椒进行烘干、筛选
等处理。“村上现有花椒面积 2800

亩，为了解决群众的晾晒问题，村
上统一收购，统一烘干，每天 2 万
多斤的烘烤量，给群众解决了后
顾之忧。”光陵村党支部书记万炳
武介绍。

丰收的花椒染红了整个北部
山 区 。 在 椿 林 镇 石 道 村 花 椒 种
植区，成熟的花椒，忙碌的椒农，
吆 喝 的 声 音 组 成 了 一 幅 美 丽 的
丰收图景。近年来，椿林镇大力
发展花椒产业，科学规划种植区
域 ，逐 步 引 导 群 众 精 细 化 管 理 、
精准化采收，并建设了花椒加工

厂 、贮 藏 仓 库 ，完 善 花 椒 产 业 发
展相关配套设施，逐步打造出一
条 花 椒 种 植 、加 工 、销 售 为 一 体
的产业链。

石 道 村 椒 农 张 莉 说 ：“ 我 这
花 椒 品 质 特 别 好 ，色 正 、味 浓 。
今 年 产 量 还 可 以 ，一 亩 地 在 800
斤 到 900 斤 ，希 望今年能卖个好
价钱。”

“我在石道村收椒有 3 年了，
这里的花椒品质好，村上干部特
别支持，村民也很热情。”韩城花
椒收购商亢世彬说。

近年来，蒲城县紧盯“一镇三
地”发展战略，坚持规划先行，以
洛河沿岸、北部浅山、中部旱腰带
区域为重点，因地制宜，累计发展
花椒产业 4 万亩，预计今年花椒
总产量 1 万吨以上。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专家指
导、科技培训、能人带动等方式，
促进花椒经济林产业提质增效，
努力让花椒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

“摇钱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助推乡村振兴。”蒲城县林业
局副局长李涛说。

万亩花椒迎丰收 椒香四溢飘农家
王军锋 张帆 武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