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2024年4月12日 星期五
责编 吴哲 校对 辜希静 美编 月亮

三农市场

近 年 来 ，洋 县 磨 子

桥镇洛家村通过发展羊

肚菌产业，助力农业增

效、农户增收。图为 4 月

8 日，村民正在查看羊肚

菌长势。

通讯员 张恤民 摄

3 月 27 日，走进黄龙县石堡镇
红石崖社区木耳坪村，绿意已悄
悄爬上了枝丫，时而传来“咩咩”
的羊叫，循着叫声走去，便看到干
净整齐的圈舍内，一只只膘肥体
壮、毛色光亮的羊正在悠闲地吃
着草料……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小
山村里，正在上演着一场关于“致
富羊”的故事。

说起村里的设施养羊发展史，
木耳坪村党支部书记彭焕玲说：

“我们村离县城远，村里大部分年
轻人都外出务工。村里也没啥产
业 ，当 时 就 想 着 我 们 也 得 干 点
啥。几位村委会成员一合计，就
出门考察了养羊产业。我们跑了
不少地方，像周围的澄城、合阳、
韩城，远一点的山西河津，我们可

都是‘取过经’的。”
彭焕玲曾站在崭新的羊舍前，

对 村 民 们 说 ：“ 这 些 羊 就 是 咱 的
‘摇钱树’，把羊养好了，才能变成
实实在在的‘金疙瘩’，设施养羊
这条路就是咱木耳坪村增收致富
的新路子。”

2020 年 10 月，在村委会的号
召下，村民们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搭建了临时羊舍，买了 34 只羊羔，
没想到当年盈利了 1 万多元。

“要让村子富起来，就得找准
方向，把养殖业这块蛋糕做大、做
精，所以我们决定扩建羊场，发展
设施养羊产业。”彭焕玲介绍，现
代 化 羊 场 采 用 科 学 饲 养 管 理 技

术，有效控制疾病发生率的同时，
也提高了羊肉质量和产量。经过
多方争取资金，木耳坪村投入 20
余万元，逐步扩大养殖规模。

据了解，木耳坪村养殖了澳洲
白羊、萨福克羊 250 余只，预计到
今年底，村集体经济收入 5 万元。
设施养羊不仅为当地村民开辟了
一条全新的致富路径，也让曾经
外出务工人员实现了在家门口就
能挣到钱。对此，魏栓科深有体
会。添草加料加水、打扫圈舍、清
理粪便，对于这些工作，魏栓科已
经轻车熟路。

谈起在羊场务工带来的经济
收益，魏栓科很满意：“自从村里

建了羊场，我就来这工作了，每年
有 2 万多元的收入，还有奖金，每
出生一只小羊羔，奖励 100 元。”

此外，在当地政府号召下，村
民 们 将 羊 粪 低 价 出 售 给 周 边 的
樱 桃 种 植 户 ，既 能 提 升 樱 桃 质
量 ，还 能 增 加 村 民 的 收 入 。 同
时，积极引导村民利用边角地种
植羊草销售给羊场，进一步拓展
了 农 户 的 经 济 来 源 ，实 现“ 羊 吃
草，草养羊，羊粪肥田”的良性循
环，真正形成了“种养结合”的循
环经济模式。

如今的木耳坪村已成为全县
设施养羊的典范，吸引了周边众
多村民前来学习。

本报讯 （记者 张恒） 4
月 9 日，记者了解到，近日西
安市农业农村局在周至县竹
峪 镇 五 星 村 召 开 2024 年 果
园 套 种 粮 食 作 物 推 进 现 场
会，旨在全面挖掘耕地资源
潜力，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生
命线，积极探索推广“果粮套
种”新技术，促进西安市农业
高质量发展。

会议要求，要切实稳定
粮 食 种 植 面 积 。 各 地 区 各

部 门 要 采 取 有 力 举 措 防 止
耕地“非粮化”，切实稳定粮
食生产，做到耕地种植优先
序，按照粮食、油料、蔬菜的
先后顺序组织好农户种植，
保 证 划 定 的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要
加强果园套种研究，充分调
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粮
食生产，科技人员要开展试
验 示 范 ，统 筹 谋 划 ，抢 抓 农
时 、迅 速 安 排 ，充 分 发 挥 种

粮 合 作 社 、家 庭 农 场 、种 粮
大户等主体作用，做好示范
引 领 带 动 ，增 加 种 粮 面 积 ，
挖掘土地潜力，推动果园套
种工作顺利开展。

会议强调，要搞好果粮
套 种 保 障 。 各 区（县）要 拿
出一定的支持资金，开展果
园套种试验示范，为增加粮
食面积发挥引领作用，引导
农民群众发展粮食生产；要
坚持农机农艺融合、良种良

法配套，推动粮食生产全程
机 械 化 、经 营 规 模 化 ，培 育
壮 大 家 庭 农 场 和 农 民 合 作
社，鼓励支持新型经营主体
采取土地流转、土地入股等
方 式 ，多 渠 道 、多 形 式 发 展
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要学习
长 安 区 长 丰 合 作 社 先 进 托
管经验，坚持增效益和降成
本两手抓，不断提高种粮比
较 收 益 ，让 农 民 有 钱 挣 、有
奔头。

西安市召开2024年果粮套种推进现场会

3 月 28 日，在镇安县木
王镇栗扎坪村的连翘种植
基地，金黄色的连翘花点缀
在绿意盎然的山坡间，构成
了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现在是栗扎坪村一年
中最热闹的季节。”该村党
支部书记艾贤波说，这里不
仅是游客们流连忘返的赏
花胜地，更是栗扎坪村群众
增收致富的“绿色金矿”。

据介绍，栗扎坪村地处
镇安西部山区，过去自然环
境差、产业基础薄弱，村民
收入渠道少。近年来，在镇
上的引导支持下，村民们探
索发展连翘种植产业，走出
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乡
村振兴路。

目前，栗扎坪村已种植
连 翘 300 余 亩 ，每 亩 产 值
1500 元，不仅让村民们的钱
包鼓了起来，更带动了乡村
旅游的发展。花开时节，每
到周末和节假日，游客纷至
沓来，赏花、游玩、挖野菜、
拍视频，品尝地道农家菜。

近年来，栗扎坪村不仅
引导群众种植连翘，而且还
在苍术、猪苓等中药材和养
蜂等特色产业上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如今，村上种
植苍术 50 亩、猪苓 400 亩，养蜂 527 箱，正朝着多元
化产业、多渠道增收的路子迈进。

“栗扎坪村依托连翘种植基地，打造‘传统古村
落——300 余亩连翘产业园’一日游环线，吸引更
多游客前来游玩度假。”木王镇党委书记朱栋表示，
下一步，镇上将继续加大对栗扎坪村连翘种植产业
的扶持力度，鼓励村民扩大种植面积，引进优质品
种，提升管理水平。同时，在全镇其他 7 个村积极
推广栗扎坪村的成功经验，引导村民因地制宜发展
多元化特色产业，实现群众增收致富。

时下，正值春耕农忙时
节。4 月 7 日，在山阳县小河
口镇小河街社区洞下组，当
地群众正在镇村干部的指导
下忙碌。挖坑、扶苗、培土、
施肥……一片繁忙景象。

“前两年在外打工，父母
年龄大了需要人照顾，今年
我们社区组织种植五味子，
镇上还派技术员全程指导，
就一起来种了。我种了大概

5 亩五味子，管理得好后年就
可以采摘，以后就安心在家
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既能
照顾老人孩子，还能增加一
份收入。”正忙着挑选五味子
幼苗的小河口街社区村民吕
女士说。

“我们这边气候比较温
和，土壤肥沃，雨水也多。今
年初，我们社区‘四支队伍’
外出学习考察、听取群众意

见后，决定发展五味子种植
产业。镇政府从山阳县林业
局争取到了五味子幼苗 5 万
余株。这批幼苗预计种植面
积 900 亩 ，可 带 动 500 余 户
1500 余人实现增收致富。”
小河口街社区党支部书记赵
付明说。

近年来，小河口镇坚持
把产业发展作为群众增收致
富的根本手段，结合辖区自
然条件，坚持“一镇一业、一
村一品”产业发展原则，将中
药材五味子种植作为镇域主
导 产 业 ，通 过 整 合 土 地 、人
力 、资 金 、龙 头 企 业 优 势 资

源，采用“党支部+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产业发展模
式，已建成杨家湾村、袁家沟
口村 2 个百亩五味子种植基
地，累计吸纳 200 余人务工，
增加村集体收入 10 万余元。

据了解，2024 年小河口
镇种植五味子 6 万余株，面
积 1500 余亩，预计 2 至 3 年
后 可 实 现 群 众 每 户 增 收
2000 余元；野生家管种植五
味子 1.5 万余亩，年总产量预
计 100 万吨。五味子产业已
逐渐成为小河口镇产业发展
一大亮点，为推动镇域经济
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眉县农商银行积极跟进全县主导产业
链上的企业，充分发挥地方法人机构“贴近市场、快
速反应”的优势，及时解决猕猴桃产业链资金需求
问题，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最后一公里”。截至
目前，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2.25 亿元。图为 4 月 5 日，
该行客户经理（左）走访果品企业了解生产及资金
需求情况。 胡亚宁 摄

养好“致富羊”拓宽增收路
通讯员 高亚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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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下五味子 鼓起“钱袋子”
朱龙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