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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时节，在靖边县镇靖
镇芽苗菜培育基地，置物架上
一珠珠绿油油的芽苗菜，长势
喜人，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
象。农场负责人郝文悟正忙
着给每株芽苗做“体检”。

“这一批是昨天刚装盘的
菜，每天要固定浇一两次水，还
要检查一下是否健康。像这
株，根非常白说明它很健康，我

们就放心了。”郝文悟介绍。
郝文悟大学毕业后，回到

靖边老家开始积极创业，学习
大棚种植。2023 年以前，他一
直种植当地一些普通蔬菜品
种，后来为了满足市场多元化
需求，在当地农业局的推荐下，
去山东学习无土栽培芽苗菜技
术，探索新的产业发展路径。

“ 我 从 山 东 学 习 回 来 后 ，

又通过 2 个多月的试种，现在
已经成功培育出适合当地种
植的芽苗菜，现在我们自己培
育的芽苗菜已经成功上市。”
郝文悟说。

据了解，该基地已成功培
育出豌豆苗、萝卜苗、黄豆苗
等多个品种的芽苗菜，每天产
出芽苗菜约 150 公斤，每公斤
能卖到 16 元。这些芽苗菜凭
借着新鲜绿色芽苗、运输费用
低、无中间商差价，被靖边县
城的超市、蔬菜批发市场、火
锅店抢购一空。

“目前我们是靖边第一家也
是唯一一家芽苗菜种植基地。

今后我打算通过快手、抖音等线
上平台，让绿色的芽苗菜走进千
家万户。同时打开更广阔的市
场空间，把靖边的绿色芽苗菜推
向外地。”郝文悟一边规划着自
己今后发展方向，一边忙着处理
自己手中的订单。

近 年 来 ，靖 边 县 按 照“ 因
地制宜做规划，产业发展靠人
才”的发展思路，通过选送新
农人“走出去学技术+引进来
促发展”等举措，不断探索农
业发展的新路子。像郝文悟
这样的新农人，逐渐成为靖边
县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助力乡
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芽苗托起幸福梦
鱼玉军 刘彩艳

本报讯 (记者 姚远 通讯员 陈钦) 1 月
11 日，记者从汉中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检
验中心获悉，汉中市绿色食品获证单位 92
家、产品 168 个，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24 个，绿色、地标农产品数量“双料”位居全
省第一。

近年来，汉中市农产品认证以服务“3+
4+N”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八大产业链”发展
规划和“五个农业”战略为目标，以绿色食品
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为抓手，不断健全完
善“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

2023 年，汉中市共 20 家生产基地 31 个
产品申报绿色食品认证，41 家企业 81 个产
品通过绿色食品年检，新获证产品数量居全
省第一。绿色食品涵盖大米、柑橘、猕猴桃、
茶叶、黄酒、菜籽油等，其中以城固猕猴桃和
汉中仙毫、汉中炒青、汉中毛尖、红茶等农产
品居多。

汉中市地理标志农产品洋县黑米、略阳
乌鸡、镇巴毛尖、佛坪土蜂蜜等，实施农产品
地理标志保护工程，持续做好“土特产”文
章。结合产业布局，拓展认证路径，深度挖
掘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和绿色生
资认证工作，打造贯穿全程质量控制、绿色
生产技术先进、带动农民增收能力强的产
品，同步深入开展绿色食品标志规范性检
查、获证产品抽检、风险隐患预警，有效维护
农产品市场公信力，提升产品附加值，在全
市形成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汉中绿色食品

地标农产品数量居全省第一

本报讯 （张斌 记者 靳天龙） 1 月 10
日，在山阳县南宽坪镇甘沟村合作社里，一
幅热气腾腾的画面引人注目。工人们正将
蒸熟捣碎的红薯泥用纱布过滤出红薯水，接
着熬糖稀、粘芝麻、压平实、切成片，稍作冷
却后红薯芝麻糖就做好了，咬一口脆而不
碎、甜而不腻、齿颊留香。小小红薯芝麻糖，
成为群众实现增收的“甜蜜产业”。

红薯芝麻糖是当地的风味小吃，广受群
众喜爱，其历史悠久，传承了传统手工制作工
艺，以优质红薯、花生、芝麻等为原料，经过
10多道工序制作而成，色泽诱人、远近闻名。

“我们用传统手艺做出来的芝麻糖，没
有任何添加剂，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味道，市
场供不应求。”甘沟村党支部书记李业宏满
脸自豪地说。

近年来，甘沟村采用“党建引领+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通过收购红
薯、芝麻等农产品带动 600 多户周边群众实
现增收，同时为村里的留守妇女、老人提供
爱心岗位，让他们加入合作社实现家门口就
业。目前，甘沟村正致力于保护和培养红薯
芝麻糖传统工艺传承人，同时打开产品线上
线下销路，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努力走出
特色产业“新路子”。

山阳县甘沟村

红薯芝麻糖让生活更甜蜜

本报讯（记者 崔福红）
1 月 12 日，记者从省果业中
心获悉，经县级推荐、市级
审核、省级验收，省果业中
心研究认定宝鸡市凤翔区
金圣果业专业合作社等 96
个 苹 果 园 为 全 省 苹果高 质
高效示范园。

省果业中心希望获得“全
省苹果高质高效示范园”称
号的果业经营主体要珍惜荣
誉，再接再厉，不断改进提
升，在园区树立“全省苹果高
质高效示范园”标志牌，更好
地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各级
果业中心要会同有关部门加
强对苹果高质高效示范园的
政策扶持、业务指导和宣传
推广，及时组织果业企业、合
作社、果农等到示范园观摩
学习，以点带面，辐射周边，
提升整体管理水平，推动全
省苹果产业高质高效发展，
为果农增收和乡村振兴做出
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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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汉 中 市 汉

台区徐望镇以产业振兴

为抓手，大力发展生态

养殖业，引进蛋鸡养殖

项目，以“合作社+农户”

产业经营模式，发展禽

类养殖产业，带动周边

50 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就

业。图为近日村民在合

作社车间分拣鸡蛋。

张依 摄

本报讯（记者 赖雅芬）1 月
12 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陕西
调查总队获悉，2023 年 12 月，
我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
0.3%，降幅较上月收窄 0.1 个
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3.5%，非食品价格上涨 0.4%；
消费品价格下降 1.0%，服务价
格上涨 0.8%。2023 年全年，陕
西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
同期上涨 0.1%。12 月，我省居
民消费价格环比由上月的下降

0.5%转为上涨 0.1%。其中，食
品价格上涨 1.2%，非食品价格
下 降 0.1% ；消 费 品 价 格 上 涨
0.3%，服务价格下降 0.1%。

八大类价格同比“五涨三
降 ”。 食 品 烟 酒 价 格 下 降
1.8%，影响 CPI 下降约 0.51 个
百分点。其他七大类价格中，
其 他 用 品 及 服 务 价 格 上 涨
3.1% ，医 疗 保 健 价 格 上 涨
1.1%，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1.0%，居住价格上涨 0.9%，衣

着价格上涨 0.6%；交通通信价
格下降 2.2%，生活用品及服务
价格下降 0.7%。

食品价格同比降幅收窄。
食品价格同比下降 3.5%，降幅
较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影
响 CPI 下 降 约 0.60 个 百 分
点 。 其 中 ，猪 肉 价 格 下 降
27.1%，降幅较上月收窄 7.1 个
百分点；鸡蛋和薯类价格分别
下降 12.7%和 14.3%；鲜果和鲜
菜价格分别上涨 3.1%和 1.5%。

非 食 品 价 格 同 比 涨 幅 扩
大 。 非 食 品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0.4%，涨幅较上月扩大 0.1 个
百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0.30
个百分点。其中，交通工具租
赁费、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
价格分别上涨 13.0%、3.2%和
3.0%；金饰品价格上涨 16.9%；
燃油小汽车和新能源小汽车
价格分别下降 10.1%和 6.1%；
汽 油 和 柴 油 价 格 分 别 下 降
1.6%和 1.7%。

2023年12月陕西居民

消费价格同比降幅收窄

本报讯（杨辰毅 丁嘉源）
眼下正是冬闲时间，甘泉县农
业部门在各乡镇街道组织开
展冬季农民素质素养提升培
训，为今年农业增产增收“充
电”。1 月 8 日，劳山乡 30 余名
从事蔬菜、畜牧、果业的种植
养殖户以及历年培育的高素
质农民等在乡政府参加了甘
泉县农业部门组织的冬季农
民素质素养提升培训。

本次培训由甘泉县农业农
村局牵头，甘泉县农广校具体
实施，培训内容紧扣各村组主
导产业，实行“菜单”式培训，
确保参训人员学到迫切需要
的产业发展新技术。

劳山乡芦庄村村民李本亮
说：“今天参加培训会，我感到
很高兴。从畜牧养殖、果树种
植，我都学到很多经验，尤其
是畜牧上，我自己也养湖羊、

养鸡，这几年发展很多东西我
不懂，通过专家、教授的讲解，
我学到很多东西。”

培训中，甘泉县农业农村
局相关领域技术人员分别就
农产品质量安全、畜牧养殖、
时令水果种植、蔬菜种植等内
容进行了详细讲解，现场解答
农户关于农业方面的 各 种 问
题，参训人员专心听讲，不时
提 问 交 流 ，现 场 学 习 气 氛 热

烈。培训还组织参训人员走
进 劳 山 乡 山 地 苹 果 园 ，就 果
树 管 护 技 术 进 行 实 地 指 导 ，

“零距离”解决冬季果园管理
难题。

甘泉县农广校校长马骁表
示：“下一步，我们将以线上、
线下、集中与基地分散培训相
结合的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
培训，满足群众产业发展的迫
切需求。”

甘泉县：冬闲人不闲 多学技术促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