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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鑫 记者 靳天
龙）“今年我卖了不少连翘，
鲜连翘每公斤 64 元、干的每公
斤 170 元，价格较往年上涨不
少。”连日来，山阳县两岭镇竹
园村垣下组村民吴德军忙着
采摘连翘。

吴 德 军 是 5 年 前 开 始 种
植连翘的，当时镇、村干部耐
心 解 答 并 帮 其 查 阅 相 关 资
料 ，告 诉 他 连 翘 市 场 前 景 很
好 ，价 格 稳 定 、投 资 小 、管 护
方 便 ，易 存 活 、风 险 小 ，非 常
适合当地种植。政府提供幼
苗，吴德军自己栽植，5 年来种
植面积逐步扩大，现在已种了

4 亩多地。同时，他每年还培
育 1200 多株幼苗，通过出售幼
株增加收益。

今年 7 月至 8 月，吴德军
每天可以采摘 10 公斤连翘，一
个 多 月 下 来 ，赚 了 1.4 万 元 。
他还在连翘田里套种了黄芪，
按照今年黄芩的长势，明年秋
季每亩地可以收获 700 公斤左
右，每公斤 16 元左右，每亩地
又可以获利 1 万元以上。

截至目前，两岭镇累计发
展连翘 3800 余亩，其中处于丰
果期的有 1200 亩，今年总计产
量达 13.3 万公斤，产值 850 余
万元，平均每户增收 2900 元。

山阳县两岭镇

连翘“连”通致富路

“ 今 年 我 种 了 5 亩 水
稻，一直按照技术指导员
的要求进行管护。今年的
日照和雨水都很充足，长
势很好，打出来的谷子颗
粒饱满，每亩产量比去年
增加了两百斤。”9 月 4 日，
汉阴县城关镇草桥村村民
刘先贵脸上洋溢着收获的
喜悦。

日前，汉阴县城关镇
月河两岸 2 万余亩富硒水
稻陆续成熟，一台台收割

机在稻田里穿梭，一株株
稻穗被收入机舱中换来金
灿灿的稻粒，乡间沃野一
派丰收景象。

汉阴县城关镇富硒水
稻的丰收，得益于农户们
按照技术要注管护。城关
镇月河沿线的 13 个村庄
地势相对平坦，近年来该
镇推广科学种稻技术，兑
付农机购置补贴，充分调
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种粮积
极 性 ，耕 地 应 播 尽 播、应

种尽种，富硒水稻产业发
展实现了连年丰收。

为推动农业生产“藏
粮 于 技 ”，城 关 镇 积 极 推
广 集 中 育 秧、合 理 密 植、
增施绿肥和病虫防控等技
术 ，出 台 禁 止 高 毒、高 残
留农药使用规定。同时，
抓好田间管理、农田水利
改造等工作。通过设置示
范 田、举 办 培 训 班、田 间
地头技术指导等方式，从
测土配方施肥、防病治病
到控高防倒，指导农户科
学种植确保高产，实现了
从“汗水种植”到“科技种
植”转变。

稻谷丰收，不能让农

户 为 销 路 发 愁 。 为 解 决
粮农的后顾之忧，城关镇
按 照“ 党 建 + 企 业 + 合 作
社+农户（种粮大户）”生
产经营模式，组织农户与
辖 区 的 粮 油 生 产 企 业 签
订收购协议，按照不低于
市场价格收购稻谷，确保
农 户 经 济 利 益 得 到 有 效
保护。

金灿灿的稻浪承载了
城关镇农民收获的喜悦，
每一粒稻谷都是对农户辛
苦劳作的馈赠。据悉，城
关镇今年种植水稻面积超
过 2 万亩，镇政府协调 60
余台稻谷收割机抢收，确
保稻谷颗粒归仓。

稻浪金黄好“丰”光
通讯员 张辉 本报记者 李冀安

眼下，勉县新街子镇杨家湾村
的西梅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丰收 。
郁郁葱葱的果园里，一颗颗饱满丰
盈的西梅挂满枝头，紫色的果皮外
裹着一层薄薄的“白霜”，十分诱
人。村民们采摘、分拣、装箱，干劲
十足，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

“今年，我家 30 多亩西梅的修

剪、施肥等管护工作做得好，产量
不错，亩产达 3000 多斤，每斤能卖
10 元。”杨家湾村种植大户何宝善
告诉记者，自家的西梅口感好、味
道甜，最近一天能卖上千斤。

据了解，西梅果实营养丰富，
富含维生素、矿物质、抗氧化剂及
膳食纤维，是水果中补充维生素 A

的最佳来源，故有“奇迹水果”、“功
能水果”之美誉。瞅准这一商机，
退伍回乡的何宝善多次外出学习
考察，在掌握了西梅种植、管理技
术后，几年前率先在杨家湾村承包
集体土地，发展西梅种植。

“西梅种植是个技术活，不管是
施肥、剪枝，还是疏果、防虫，都有很
严格的要求，一点儿也不敢马虎。”
何宝善是个种植西梅的“老把式”，
由于懂技术、善经营、勤管理，这几
年他家的西梅产量和质量都得到大
幅提升，深受消费者的青睐。靠着西

梅，何宝善家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除了西梅，杨家湾村还有水蜜

桃、蟠桃、杏子、李子等 10 余种水
果，口感、味道各有特色。每年的 5
月到 9 月，来村里都可以品尝到不
同的水果。“目前，我们正和各大电
商平台进行对接，希望能通过‘线
上+线下’的方式拓宽销路，带动更
多的群众增收致富。”杨家湾村党
支部书记王宏斌说。

这几年，杨家湾村积极引进西
梅、软籽石榴等特色水果产业，按
照“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配套种植技术培训与销售渠道
搭建，产业规模逐年壮大，农户种
植意愿不断提升。

“今年以来，我们为群众提供
产业规划、技术支持等多种帮助，
还邀请县电商办到田间地头开展
特色农产品带货直播，不仅提高了
果园知名度和销售量，也增强了群
众发展产业的信心。”勉县新街子镇
相关负责人称，接下来镇上将及时
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积极发展休闲
旅游采摘，打造农旅融合新业态，让
乡亲们在致富路上越走越稳。

种下西梅树 结出“幸福果”
本报记者 赖雅芬

本报讯 （倪娅 辛恒卫）
金秋时节，在镇安县西口回族
镇石景村华山松基地，开阔的
山 坡 谷 间 松 林 茂 密 ，青 翠 欲
滴。农家院落的空地上到处
堆放着黑油油、脆生生的华山
松子，拉运车辆来回穿梭，热
闹非凡。

在 石 景 村 营 销 大 户 朱 万
华家门前，排满了前来出售松
子的群众。工人正在过秤、装
包、搬运，忙得不亦乐乎。

近年来，西口回族镇依托
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气候优势，
在石景、长发、东庄、石门四个
村发展华山松产业，让村民采
摘华山松子过上了好日子。

“最近华山松籽成熟上市，
我每天收购外销松子5000公斤
左右，主要销往黑龙江、辽宁、

吉林等地。”朱万华高兴地说。
交 售 松 籽 的 村 民 朱 清 虎

乐呵呵地说：“今年我家已成
材的 40 亩华山松，可采松子
5000 多斤，按每斤 1.5 元的价，
可收入 7000 多元。”

西口回族镇党委书记王涛
介绍，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
石景、东庄、长发、石门四个村就
栽植华山松，目前面积已达5万
余 亩 ，栽 植 华 山 松 的 农 户 达
4200 户，占林地面积的80%，成
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 虽 然 今 年 春 季 气 候 反
常，但对华山松子的产量和品
质 没 有 受 到 影 响 ，市 场 行 情
好。这 5 万多亩华山松子，总
收入可达 1500 余万元，人均收
入 4000 元，群众日子越过越红
火。”王涛说。

镇安县西口回族镇

小小松子助增收

本报讯 （苏洋洋 记
者 靳天龙） 9 月 3 日，记
者了解到，涵盖商洛传统
美食 182 道、宴席 10 桌，集
图文、视频、路线导航于一
体的“商洛美食地图”微信
小程序近日正式上线。

“商洛美食地图”主要
有六大功能：一是分类展示
功能，按照“宴席类、特色小

吃、夜市烧烤”等进行美食
分类，方便快速搜索查找；
二是集中展示功能，分县
(区)展示各地特色美食，打
造地方美食品牌；三是订
餐导航功能，展示商家联
系方式、营业时间、地址导
航等，为消费者提供精准
的“美食导航”；四是收藏点
赞功能，可以收藏喜欢的商

家和菜品，方便下次就餐；
五是美食排行榜，根据浏览
数量，动态展示美食周排行
榜；六是宣传发布功能，开
设信息宣传发布板块，发布
餐饮美食活动信息。

今年以来，商洛市以
“品秦岭山珍美味·游中国
康养之都”为主题，举办了
2023 年 秦 岭 山 珍 美 食 大

赛，拉动消费 10 亿元。下
一步，商洛市商务局将围
绕“一都四区”建设和西商
融合发展战略，持续以挖
掘商洛美食、品位秦楚文
化、做强商菜产业、繁荣餐
饮消费为目标，不断提升商
洛美食形象，助推全市餐
饮、旅游业提质增效，全力
唱响中国康养之都品牌。

“商洛美食地图”正式上线

9 月 4 日，宁强

县政协委员了解大

豆玉米生长情况。

今 年 以 来 ，宁

强县阳平关镇扎实

做 好 粮 食 生 产 工

作，积极探索推广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技术，目前秋

粮长势良好。

通讯员 边清学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恒） 9 月
3 日，记者了解到，日前全省长
江十年禁渔“三年强基础”百日
攻坚行动动员会在西安召开。

会议强调，长江十年禁渔
是党中央从战略全局高度长
期 性 规 划 部 署 ，涉 及 政 府 部
门、沿江群众、市场经营户、垂
钓爱好者及普通群众的利益
关系，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
长江十年禁渔工作的长期性、
艰巨性、复杂性，进一步增强
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针对实
地考核、检查调研、暗查暗访

等活动发现问题，细化行动方
案，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抓好
十年禁渔各项工作。

会 议 要 求 ，各 地 迅 速 行
动，对标“三年强基础”目标任
务 ，重 点 从 完 善 长 效 机 制 制
度、夯实执法监管基础、配强
专 业 执 法 装 备 、规 范 休 闲 垂
钓 管 理 等 方 面 ，进 一 步 提 升
监管效能，夯实禁捕基础，强
化资源养护，做好宣传引导，
圆满完成“三年强基础”收官
任 务 ，确 保 十 年 禁 渔 行 稳 致
远、取得实效。

我省坚持不懈

抓好十年禁渔各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