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王东宇）
2023 年 12 月 26 日 ，黑 龙 江
省嫩江市龙粮入陕产销合作
洽谈会在西安市灞桥区陕西
粮油畅隆交易中心举办。

本届洽谈会秉承“推进
产销合作、搞活粮食流通、发
展 产 业 经 济 、直 接 服 务‘ 三
农’”的办会宗旨，以“当好粮
食安全压舱石共享嫩江好粮
油”为主题。洽谈会为期 3
天，来自全国各地 24 家粮食
购销企业、粮食加工企业渠
道 商 代 表 进 行 粮 油 产 品 展

销、贸易洽谈。
嫩江市地处黑龙江省西

北部，位于松嫩平原连接大
兴安岭、小兴安岭山地过渡
地带，年均粮食产量稳定在
35 亿斤左右，连续多年获评

“全国产粮大县”称号。同时
也是种植大豆的黄金地带，
年均种植大豆 800 余万亩，
居全国县城之首，年均产量
稳定在 22 亿斤左右，占全国
大豆总产的十五分之一。此
外，还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
生产基地、绿色食品产业基

地、重大装备制造基地和能
源及原材料基地，肩负着保
障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
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
全的重大责任。

会议期间，陕西粮油畅
隆交易中心与黑龙江省嫩江
市政府签署了合作协议，充
分借力陕西市场优势，搭建
龙 陕 粮 食 产 业 交 流 沟 通 平
台，促进产销对接，谋求深度
合作，让更多优质的黑龙江
省嫩江市的好粮油产品供应
陕西市场，走上百姓餐桌。

“龙粮入陕”产销合作洽谈会在西安举行

“这是新长出来的灰树花，这种菌菇
对土壤的要求很高，我们一直在不断提
高栽培技术，力争提高产量。”2023 年 12
月 28 日，在汉中市汉台区武乡镇康田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建海介绍。

沿着园区道路往里走，只见恒温培
养室内成千上万个香菇菌棒整齐排列在
特制的架子上，只待搬进农户的大棚。

“公司给群众提供菌种、配套材料和技术
服务，降低农户的投资风险。同时，对无
自主管理能力但又有一定劳动力的群
众，提供就近入园务工。”吴建海说。

近年来，武乡镇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
建成了菌种选育、技术研发、试验示范、推
广栽培、技术服务、产品加工、销售于一体
的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研发了以“康
田庆丰源”菌种为主的食用菌种植技术。

勉县镇川镇栢树堂社区 14 组村民
吴正华是种香菇的“老把式”了。虽然
他已有 10 多年种植香菇的经验，但还
是潜心学习，一心想把产业做大。几年
前，在朋友的推介下，他认识了吴建海，

常常跟他探讨学习，积极提高种植质
效。今年，他又种植了 2 万袋香菇。期
间，吴建海带着技术团队经常到吴正华
的香菇基地进行技术指导。目前，吴正
华的香菇喜获丰收，每袋产值收入 7.5
元，除去成本，他家的年收入仅香菇一
项就达 8 万元。

和吴正华一样，周边县（区）很多群众
有发展香菇产业的意向，却因为缺技术、
没销路而观望。吴建海深耕农业26年，他
经常向群众施以援手，并建立技术服务团
队，每年在全市开展大型技术培训40余场

（次），受训人数3000余人，服务周边群众
产业发展，帮助扩大产品销路。

如今，该公司发挥领头雁作用，年
辐射带动汉中市 11 县（区）生产食用菌
5000 万袋，3000 多家农户从事食用菌
产业，带动就业 5000 余人，年带动产业
发展产值 4 亿元，参与户年均增收 3 万
元以上，年解决周边群众务工 130 余人

（次），务工人均增收 1.5 万元，有效将群
众融入产业共同发展。

一顶小香菇 撑起“致富伞”
本报记者 张恒 通讯员 肖昆

2023 年 12 月 30

日 ，永 寿 县 渠 子 镇

渠子村村民正在羊

肚菌大棚里摆放营

养袋。

近年来，渠子村

因 地 制 宜 ，大 力 发

展 设 施 农 业 ，建 成

59 座 设 施 大 棚 ，种

植蔬菜、羊肚菌，壮

大 村 集 体 经 济 ，促

进农民持续增收。

通 讯 员 李 建
龙 摄

2023年12月30日，
在大荔县九阳春特产
品 牌 店 里 ，消 费 者 通
过追溯码査询或手机

“扫ー 扫”，迅速便捷
地追溯到该批(次)农
产品。

据了解，该店囊括
我省地标产品、绿色食
品和大荔冬枣、沙苑红
萝卜、高石脆瓜、大荔
花生、沙底辣椒，以及
花馍、皮影、粗布等手
工 艺 品 与 非 遗 产 品
2000余种。
通讯员 李世居 摄

“靠种植柴胡不但还了账，还给娃买
了房。我觉得比种啥都强。”2023 年 12
月 29 日，宝鸡市金台区硖石镇六川店村
村民杨光明说，他家种了 7 亩柴胡，每两
年采收一次，每两年，他家的收入就会多
3万余元，日子也是越过越好。

近 几 年 ，宝 鸡 市 金 台 区 从 实 际 出
发，引导硖石镇发展柴胡产业，不断加
大柴胡种植的政策扶持力度，帮助群众
解决各类技术上的问题。

硖石镇是典型的农林业大镇。过
去，全镇主要经济作物以种植小麦为
主，但受气候多变和贫瘠土壤影响，群
众收益相对较少。经农业专家调查考
证，金台区硖石地区种植的柴胡药性温
和，有效成分高于国家标准 2 倍以上。
为此，该镇在七家沟村、六川店村，集中
力量发展优势产业帮助群众攻克技术
难关，围绕柴胡产业发展需求，解决柴
胡产业优质丰产问题；在车辙村和张家
崖村流转 300 亩土地着力建设北柴胡
标准化柴胡制种基地，着力解决柴胡种
子休眠及保苗技术瓶颈。

同时，硖石镇吸纳全镇14个村的集体

农业合作社联合成立了宝鸡市忆农种植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以“公司+合
作社+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

“以前全镇种植柴胡，均是各家散
种，到现在规模化、品牌化种植，柴胡产
业就有了“领头雁”。硖石镇柴胡产业
办刘宗刚说。

经多方积极接洽，今年，硖石镇先
后与中国国药、辰济药业等多家药企签
订购销合同，村民参与柴胡种植的热情
更加高涨了。镇上还聘请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 5 名专家参与柴胡良种、良技研
发和培训，先后组织柴胡种植大户培训
5 场（次），参训群众 300 余人。同时，
镇 上 还 积 极 申 报“ 硖 石 柴 胡 ”地 理 商
标。目前，全镇种植柴胡面积达 3 万
亩，年产值约 3000 万元，种植户平均每
户收入达 4 万元~6 万元。

“在实现‘集体得资产、农民得实惠、
市场得效益’，促进群众致富增收的基础
上，下一步，我们还要推进柴胡深加工，
将柴胡产业与加工业、旅游业等产业深
度融合，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硖
石镇党委书记候宏昌信心满满地说。

柴胡产业兴 群众增收忙
通讯员 王萌 本报记者 韩小珍

“自己在家门口养鸡，公鸡长
大可以卖钱，母鸡下了蛋还可以
卖出去增加收入。自己养的是本
地土鸡，等到长大后一只可以卖
200 元，不用外出务工就可以在家
门口挣钱。”2023 年 12 月 29 日，米
脂县城郊镇窦家沟村村民马玉明
高兴地分享自己的心得。

近年来，窦家沟村因地制宜发
展山地苹果、养殖业、庭院经济、大
型运输车辆等主导产业，通过不断
探索和创新，实现了产业多元化发
展，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窦家沟村地处山区，村上积极
引导村民发展山地苹果产业，不
断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努力

提高苹果品质和产量。目前，窦
家沟村的苹果种植面积已达 1080
亩，给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大 力 发 展“ 造 血 式 ”致 富 产
业。村集体积极引导村民发展畜
牧业，通过引进优质品种、加强饲
养管理、探索新的饲养模式等方
式，不断提高养殖业的品质和产
量。目前，窦家沟村已经建成了
多个类型养殖场，为村民提供了
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

窦家沟村以家庭为阵地，以庭
院为载体，充分利用闲置土地和房
屋，着力将农户庭院的“方寸地”建
成 农 村 家 庭 的“ 增 收 园 ”、“ 后 花

园”。窦家沟村两委因地制宜，积
极引导村民围绕“家”字做文章，探
索小菜园、小果园、小田园、小养殖
发展为主的农村庭院经济，对房前
屋后的自留地精耕细作，栽上经济
林 ，种 上 瓜 果 蔬 菜 ，养 殖 鸡 鸭 牛
羊。这些家庭种植养殖的产品，不
仅满足了村民自身的生活需求，还
可向外销售，增加收入。同时，村
集体鼓励村民利用家庭作坊进行
农副产品加工，例如制作豆制品、
制作传统食品等。

窦家沟村以转型升级重卡运
输产业为主线，做大做强物流运
输市场。全村现有 53 辆半挂卡车

从事货运行业，这些运输车辆不
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靠跑运输在县城买了房的村
民豆庆龙很满足：“村里的半挂车
长年在全国跑，有的拉煤，有的拉
钢材和矿砂，只有临近年关才回
家过年。虽然很辛苦，但是每个
月跑下来，拿到手有 1 万多元，心
里踏实，划得着。”

下一步，窦家沟村村两委将围
绕区域资源特色，突出发展生态
产业，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支
撑体系，积极拓展新的产业领域
和发展空间，推动村庄经济的多
元化发展，逐步推进乡村振兴。

培育多元产业 赋能乡村振兴
鱼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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