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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吴瑜 何景龙）“村上的百亩双矮苹
果示范园作为现场教学课堂，在春季和当前夏管
时，邀请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教授、县果业中心
的技术员和相关专家团队对果农培训指导，受到
了果农的一致好评。”5 月 27 日，旬邑县底庙镇郭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郭小军说。

为进一步规范果园管理，提升全镇果园管理
水平，实现果品丰产、农民增收，今年以来，底庙
镇多措并举，扎实开展以果树拉枝、疏果、上肥等
为重点的各项夏季果园标准化管理措施，促进苹
果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底庙镇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工作。村上利
用村民会议、微信群、村委会大喇叭等宣传果园夏
管要求，及时转发天气预报，做好灾害性天气预
防。村干部、技术员、“土专家”靠实工作责任，做
好服务保障，调动广大果农的积极性。

同时，专家教授深入果园，按时间节点、技术
要求围绕拉枝、疏果、套袋、肥水管理、防灾减灾、
病虫害防治等内容，通过理论讲解、示范操作、互
动交流等方式对果农开展现场技术培训，带着果
农干、干给果农看，引导果农积极科学全方位管
理，确保夏季果园管理不留死角。

据了解，底庙镇充分利用宣传车、应急广播、
微信群、公众号等平台宣传《当前果园标准化管理
技术要点》《灾害发生后果园减灾降损补救措施》
等，广泛动员果农，把夏季果园管理的重点宣传到
家家户户，进一步提高干部群众对夏季果园管理
的认识，增强果农自主管园的意识，为产业振兴打
下坚实基础。

旬邑县底庙镇

果园夏管促增收

5 月 28 日，在兴平市汤坊镇建坊村的麦田里，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
近年来，兴平市农业部门提早动手，组织各类农机具 6930 台，其中联合收割机 655 台投入“三

夏”作业。同时，组织农机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小麦测产和“三夏”服务。截至目前，兴平市已
收获小麦 5.3 万亩，预计全市 31.5 万亩小麦在 6 月 6 日可全部收获。 王楠 宋一峦 记者 黄河 摄

本报讯 （记者 赖雅芬 通讯员 王凯） 5 月
29 日 ，记 者 了 解 到 ，日 前 我 省 最 大 的 水 稻 灌
区——汉中石门水库灌区水稻插秧圆满结束，较
常年提前 10 天左右实现水稻移栽“关秧门”。

今年灌区夏插时节呈现出夏粮机械化抢收时
间紧，空田、腾田夏插泡田用水较为集中，水稻机
械直播和人工插秧进度不均衡，供水安全运行管
理难度大的特点。为此，汉中石门水库管理局提
早动手、精心部署，制定科学用水计划及轮灌安
排，引导群众采取有效措施，让灌区“活水”润良
田，迅速掀起夏灌插秧夺丰收的高潮。

在具体工作中，汉中石门水库管理局严控水
资源调度管理“总开关”，科学统筹生态、城市、灌
区供水，充分发挥管理局、管理站、片区长、经营
人、放水员“五级联动”管理优势，按照“节水优
先”灌溉管理布局，夯实各级主体责任。灌区水管
人员昼夜奋战坚守工作岗位，深入田间地头及时掌
握夏粮收割进度，清理秸秆杂物保障渠道输水畅
通，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采取行之有效的昼灌夜蓄、
集中供水、突击供水等措施，及时解决“最后一公
里”用水难题，保证灌区按需供水、应灌尽灌。

汉中石门水库灌区

提前实现“关秧门”

抢收抢种保丰收

本报讯 （通 讯 员 兰皓天） 眼
下，正是水稻插秧黄金时节，黄陵县
店头镇潮塔村稻渔综合种植养殖基
地内绿意盎然，阳光洒落在一片片绿
油油的稻田上，仿佛一幅天然画卷。

“ 我 们 天 刚 刚 亮 就 来 田 里 插 秧
了。栽秧是个体力活，也是个技术
活，栽浅了秧苗会浮起来，栽深了长
势不好。”5 月 28 日，潮塔村村民一边
插秧一边说道。只见他们弯下腰，双
手如同灵巧的舞者，在泥土和水中穿
梭。不一会儿，一株株嫩绿的秧苗便
稳稳扎根在水田中。

“ 近 年 来 ，镇 党 委、镇 政 府 引 导
各村因地制宜、合理筹划产业发展，
帮助村上建成稻渔综合种植养殖基
地。今年,村上将种植水稻 150 亩，
预 计 产 出 大 米 6 万 斤 ，村 集 体 纯 收
入 30 万元。”潮塔村党支部书记麻园
林说。

下一步，潮塔村将更深层次挖掘
现有区位优势，依托山水资源积极构
建“1+2+N”多元化产业发展格局，积
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农户科学种植
能力，进一步提高水稻产业绿色、优
质、高产、高效，确保粮食生产安全，
持续提升特色产业“亩均效益”，以特
色产业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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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衡） 5 月 28
日，笔者了解到，截至目前，
城 固 县 共 组 织 调 度 农 机
530 多台，13.73 万亩油菜、
7.4 万亩小麦已全部收获完
毕，目前已播种玉米 3.97 万
亩、插秧 23.4 万亩……该县
多举措抢收抢种，扎实推进

“三夏”生产工作。
入夏以来，城固县积极

组织干部群众开展夏收夏
播夏管工作，及时制定印发

《关于切实做好当前“三夏”
农业生产工作的通知》，确
保夏收作物应收尽收、秋收
作物播插在高产期。

城 固 县 组 织 各 镇（街
道）抢 种 抢 收 战“ 三 夏”工
作，引导广大群众、生产主
体 积 极 扩 种 花 生 、芝 麻 和

玉 米 大 豆 复 合 种 植 等 ，努
力 扩 大 粮 油 作 物 播 种 面
积；成立县级督导组 5 个，
对 大 豆 玉 米 带 状 复 合 种
植 、粮 油 作 物 大 面 积 单 产
提升、农业安全生产、防灾
减 灾 等 工 作 进 行 督 促 指
导 ，发 现 问 题 要 求 立 即 整
改到位。

同时，该县组织农机部
门开展农机检修、零配件供
应等服务，及时发布作业信
息和烘干服务信息，确保小
麦、油菜应收尽收；组织农
技 干 部 70 余 人 落 实 粮 油

“百千万”丰产工程示范；大

力 推 广 应 用 水 稻“ 两 增 一
控”、玉米“一增三改 552”、
大豆“全苗增粒”等增产关
键技术；抓好草地贪夜蛾、
水稻“两迁”害虫等病虫害
监测防控，已进村入户开展
宣传培训 35 场（次），印发
资料 1.3 万余份。同时，持
续 规 范 农 资 市 场 经 营 秩
序 ，扎 实 推 进“ 利 剑 护 农”
农 资 执 法 专 项 行 动 ，集 中
开展种子、农药、肥料等农
资 打 假 专 项 整 治 ，切 实 保
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
生 产 安 全 ，维 护 广 大 农 民
的合法权益。

本报讯 （吴永刚 通讯
员 王婧） 5 月 28 日，韩城
市芝川镇在瓦头塬上组织
召 开 2024 年“ 三 夏 ”工 作
推进会。随着两台联合收

割 机 入 田 作 业 ，标 志 着 芝
川镇喜开“三夏”麦收第一
镰，全镇 2.1 万亩小麦进入
收获期。

据 了 解 ，当 前 芝 川 镇

已 全 面 进 入“ 三 夏 ”生 产
关 键 时 节 ，各 村 高 度 重 视

“ 三 夏”生 产 工 作 ，及 时 关
注 天 气 情 况 ，抢 时 减 损 抓
抢 收 ，牢 记 田 园 保 清 洁 、
地 头 不 冒 烟 、安 全 最 重
要 ，切 实 做 到 农 技 作 保
障 、播 种 不 误 时 、颗 粒 要
归仓。

会议要求，全镇各村要
科学引导群众抢抓有利时

机，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
种一片，应收尽收，确保夏
粮颗粒归仓。要加大宣传
引导，通过大喇叭、公示栏、
微信群等各种途径宣传秸
秆禁烧，引导群众树牢“不
放一把火，不冒一缕烟”意
识，推进秸秆离田，巩固田
园清洁成果，源头杜绝焚烧
隐患，全力保障“三夏”生产
安全。

本报讯 （记 者 韩小
珍 通讯员 梁雪） 连日来，
眉县常兴镇的麦田里，各类
小麦联合收割机、运粮车在
麦田间不停穿梭，轰隆隆的
机械声伴着飞舞的麦穗奏

响了夏收乐章。
为 确 保 夏 收 夏 种 安 全

高效开展，常兴镇召开“三
夏 ”重 点 工 作 安 排 及 禁 燃
禁 烧 工 作 部 署 会 议 ，组 织
村组干部及 18 名机手就机

收减损、农机安全、农作物
秸秆综合化利用等进行培
训，并结合气象部门，及时
发 布“ 三 夏”生 产 信 息 ，为
夺取夏田作物丰收和夏播
打好基础。

“我们利用渭北塬农机
服务站和各村小麦收割机
散 户 ，联 系 周 边 地 区 收 割
机共计 22 台，充分发挥小
麦 收 割 机 、秸 秆 捡 拾 打 捆
机高效、快捷优势，以村组

为 单 位 进 行 连 片 收 获 ，全
面加快进度。”该镇相关负
责人介绍。

据了解，在确保夏粮颗
粒 归 仓 的 同 时 ，该 镇 还 积
极 推 广 玉 米 密 植 高 产

“5335”机 械 化 播 种 技 术 ，
对夏播玉米定苗、灌溉、除
草、施肥进行科学谋划，统
一 管 理 ，提 升 农 作 物 质
量 。 目 前 ，常 兴 镇 已 抢 收
小麦 4600 多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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