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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洋 县 金 水

镇 许 家 沟 村 在 县 信 访

局 、残联等单位的帮扶

下，开垦荒地 80 亩建成

血李产业园，助力群众

增收，今年预计收入 10

万元。图为 5 月 17 日，

帮扶干部在产业园内查

看果实长势。

通讯员 张恤民 周翔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潘定安
吴春霞） 连日来，旬阳市石门
镇3000亩稻田迎来插秧季，在
王家坪、楼房村的田间地头，
随 处 可 见 村 民犁田 翻 耕 、分
秧、运秧、插秧的身影。

“我们王家坪村的稻田是
用大神河溪水自然灌溉，产出
的 大 米 外 形 晶 莹 剔 透 ，米 饭

香、甜、滑、软。我今年承包
300 多亩稻田，趁最近天气好，
已经全部移栽结束。”王家坪
村秦农生态农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张有林说。

近年来，石门镇采取“企
业+基地+农户”的模式，通过
引进良种良法，实施精细化管
理，采用人工种植与机械化收

割相结合的方式，走出了一条
“ 石 门 贡 米 ”绿 色 种 植 新 路
子 。 在 王 家 坪 村 建 成 占 地
2500 平方米的石门贡米厂，
从 筛 选 到 脱 白 ，进 行 专 业 的

“贡米”加工包装。
同时，石门镇不断加大各

项惠农政策的宣传和落实力
度 ，充 分 调 动 农 户 生 产 积 极

性。该镇积极组织镇农业技
术人员深入田间指导，传授种
植技术和病虫害预防与治理
经 验 ，提 高 农 民 科 学 种 植 水
平；做好种子、农药、化肥等农
资的管理与服务，保障水稻种
植需要。截至目前，全镇 12
个村种植水稻 3000 余亩，可
产优质大米 100 余万公斤。

旬阳市石门镇：稻田披新绿

种菜不用土，蔬菜靠“喝水”
就能长大。在西安市长安区砲里
街道白鹿村，蔬菜种植无土栽培
技术让很多村民惊喜不已。

5 月 15 日，在白鹿村西安天之
蔬现代农业科技园种植基地，6 座
蔬菜大棚一字排开，棚内的场景
更是亮眼：在蔬菜栽培区，20 多种
万余株“水上漂”无土栽培蔬菜水
灵灵、绿油油，很是喜人。全天候
温 度 、湿 度 监 测 系 统 ，全 自 动 喷

雾、施肥装备等现代化设施一应
俱全，处处透着浓浓的科技味。

眼下，棚里的各种生菜长势旺
盛，在基地务工的十多位村民每天
在棚里育苗移育、摘菜种菜，忙得
不亦乐乎。“水培蔬菜干净、新鲜，
生长周期只有 45 天，而且前面摘
后面紧跟着就种上，一茬接一茬，
效益高，还不愁卖。”村民李更虎说，
按照订单每天500多公斤的采摘完
后，这些蔬菜将及时被送往各大商

场和饭店。
“在这务工不用挖土、不用除

草，活儿轻松不说，还长了见识。”
让李更虎欣喜的是，在这里他不
光挣到了钱，还掌握了很多种植
新技术、管理新模式。

那么，种菜不用土，菜到底是
怎么生长的呢？基地负责人于福
春从种植蔬菜的海绵盒里拔起一
棵生菜，只见生菜的根系穿过隔板
的小孔完全浸泡在“水”中，吸收水
中 养 分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无 土 栽
培”。于福春介绍，这种栽培方式
重点在于营养液的配比，为蔬菜生
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

“水培蔬菜从播种、出苗、定
植 ，到 成 熟 采 摘 ，一 直 在 营 养 液

里，没沾过土，更没有农药残留和
二次污染等问题，是真正的绿色
产品。”在于福春看来，无土栽培
技术不仅缩短了蔬菜生长周期，
而且还有节约土地、省时省工、高
产优质等特点，种植的蔬菜口感
更为脆爽可口，很受市场青睐。

在 这 里 ，水 培 种 植 、气 雾 栽
培、智能温控，无不展现着智慧化
农业的新场景；偌大的电子屏幕
上，栽培区的温度、湿度、光照等
数据一目了然，技术人员可以实
时 查 看 棚 内 各 种 设 备 的 监 测 情
况，并进行分析，从而让种植更精
准、生产更高效。

于福春介绍，他们的水培蔬菜
一年最多能收十几茬，产量比传

统种菜多了好几倍。目前，园区
已培育各类高品质水培蔬菜 20 多
种，年产量 300 余吨。不仅如此，
园区还在专业技术人员引领下，
开展种植模式、育种育苗、功能型
蔬菜栽培等研发，让更多科技成
果“落地生金”。

“我们正在研究用气雾栽培的
方式种西红柿、黄瓜、生菜等，就
是让根系长在空气中，定时喷淋
一些水就可以了，不用一直长在
水里，更节省能源。”于福春说，接
下来他们不光卖产品，还将开展
技术和生产模式的输出。同时，
随着产业规模不断做大，吸纳更
多村民就业增收，让越来越多的
人尝到“科技种菜”的甜头。

“一天能摘三四斤，收入
还可以。”5 月 14 日，在延川县
大禹街道齐家山村，村民高小
艳同一群妇女正穿梭在枣林
中采摘鲜嫩的枣芽。

“像这样的枝条上有 4~6
个枣芽，咱们采摘其中 2~3 个
枣芽就可以了，不但不影响枣
树的正常生长，还可以提高枣
果品质。”延川县大禹街道宣
传委员冯鑫一边演示一边向

群众介绍。
据了解，大禹街道对沿黄

7 村的枣农进行了专门的采摘
培训，积极组织乡镇干部指导
枣农在枣树发芽季节合理采
摘枣芽。带着采摘好的新鲜
枣芽，村民们纷纷来到延川县
城市广场枣芽茶收购门市。

“你看，这个一芽两叶的
是特级，一斤是 50 元；这个一
芽三叶的是一级，一斤是 40

元 ；一 芽 四 叶 的 是 一 斤 30
元。”收购商张红霞一边称重
一边说，“现在咱们一天平均
下来能收 500 多斤呢。”

走进延 川 县 杨 家 圪 坮 镇
新舍科村辉优农业科技发展
有 限 公 司 制 茶 车 间 ，现 代 化
数控枣芽茶生产设备隆隆作
响，工人正采用标准化、专业
化 加 工 工 艺 对 枣 芽 进 行 杀
青 、揉 捏 、炒 制 、烘 烤 提 香
等 。 该 公 司 是 一 家 集 生 产 、
销 售 酸 枣 芽 茶 、枣 芽 茶 及 其
他 农 副 产 品 经 营 为 一 体 的
企 业 ，可 年 产 枣 芽 茶 600 余
公斤，现有“辉优”品牌枣芽

绿茶、红茶等多个品类。
为高效利用枣芽，延川县

积极提升制茶技艺，抓好人员
培训，组织相关部门单位、企
业和合作社负责人先后到汉
中市镇巴县、咸阳市泾阳县考
察茶产业发展，并聘请汉中市
镇巴县茶叶研究院专家陈孝
钧进行实地指导和专题培训。

如今，延川县已累计发展
枣芽茶生产企业 5 家、合作社
5 个。2023 年累计收购酸枣
芽和枣芽 1.25 万公斤，生产枣
芽绿茶 1548 公斤、枣芽红茶
170 公斤、酸枣芽绿茶 1052 公
斤，实现产值 800 万元左右。

5 月 17 日 ，在 黄 龙 县
圪台乡圪台村的食用菌种
植基地，一排排温室大棚
整齐排列，一股淡淡的菇
香扑鼻而来，村民们穿梭
于棚道内熟练地采摘着头
茬菇。

圪台村村民杨金华经
过这几年的种植，成了种
植香菇的能手。去年，他
承包的 6 座菇棚就给他带
来 了 十 多 万 元 的 收 益 。
今年，圪台乡又对基地的
菇棚进行改造升级，加固
了菇架来提升单棚容量，
进一步提高香菇产量，增
加收入。

“我去年种了 6 座棚 4
万棒香菇，今年乡政府升
级 改 造 了 大 棚 ，现 在 4 万
棒用 5 座棚就可以了。今
年 这 5 座 棚 ，按 照 目 前 的
市场价格来看，一座棚收
入大概在 2.5 万元。”杨金华说。

圪台乡食用菌种植基地负责人高杨介
绍：“今年按照群众的需求，我们对香菇基地
进行升级改造，一是对出菇架进行加固，单棚
容量提升 30%；二是对排水系统进行改造，提
高对温度、湿度的控制，提高花菇的产量和
质量。今年基地种植香菇 55 万棒，年产值约
450 万元。”

目前，圪台乡的食用菌种植基地建有标
准化菇棚 65 座，拥有菌棒生产车间、冷藏库
和烘干室等配套设施，通过“企业+集体+农
户”的“托管运营”模式，由企业提供技术，搭
建销售平台，集体提供土地和大棚，群众当地
务工并种植，把企业、村集体和群众共同镶嵌
在该产业链上，让食用菌种植成为圪台乡的
又一富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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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边清学） 5 月 17 日，笔
者了解到，宁强县作为天麻之乡，目前发展天
麻 4.5 万亩，先后建成天麻菌种产业园、天麻
综合产业园，今年将在阳平关镇新建天麻展
示中心、天麻技术培训中心，进一步做大做强
天麻产业。

据悉，宁强天麻是“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十大秦药
之一。2023 年，全县种植商品天麻 3.5 万亩，
年产鲜天麻 6 万余吨，实现综合产值 13.6 亿
元。今年宁强县发展商品天麻 4.5 万亩，预计
可实现综合产值 18 亿元。

同时，阳平关镇积极抓好天麻产业园“两
菌”生产基地、天麻交易中心运营管理，招引
中药材大健康产业项目入园，打造西北最有
影响力的“两菌”研发中心、天麻交易集散中
心、中药材大健康产业园，助力经济发展。

宁强县

天麻种出“好钱景”

科技种菜“菜生金”
本报记者 黄敏

枣树变“茶树”绿叶成“金叶”
张伟 马倩 康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