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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边清学） 8 月 7 日，笔
者了解到，宁强县阳平关镇因地制宜，根据各
村实际，特色产业成效显著。

今年以来，该镇按照每个村的实际情况，
积极发展特色产业，在大长沟村发展的百亩
中药材金银花长势喜人；张家河村百亩枇杷
园喜获丰收，销售收入达 20 余万元；酒房坝
村百亩中药材、清河村百亩辣椒种植示范带
已初具规模，“一村一品”格局不断打开；嘉陵
江畔 14 个村 103 户农户发展羊肚菌 1068 亩，
逐步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充分发
挥衔接资金效益，将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年增
收 4 万元。

宁强县阳平关镇

特色产业促增收

本报讯 （吴永刚） 8 月 7
日，笔者了解到，为切实促进花
椒安全及时采收、顺畅销售，韩
城市发布《关于做好 2024 年花
椒采收销售服务保障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确保花
椒丰产、椒农增收。

《通知》要求，要加强对外宣
传，积极做好椒客引进，组织各
村 各 农 户 与 周 边 县 市 联 系 ，并
利用新闻媒体等多种渠道向周
边 县 市 广 泛 宣 传 、发 布 花 椒 采
收 劳 务 需 求 信 息 ，吸 引 外 地 富
余 劳 动 力 来 韩 城 摘 椒 ；要 做 好
服务保障，帮助椒客顺利入户，
在辖区椒客流动主要站点派出
专门力量，为椒客、椒农做好咨
询 联 系 介 绍 服 务 工 作 ，使 椒 客
尽 快 入 户 采 收 花 椒 ；要 及 时 化
解纠纷，维护椒农椒客利益，教
育 引 导 广 大 椒 农 善 待 椒 客 ，及
时 支 付 劳 动 报 酬 ，树 立 诚 实 守
信的良好形象。

《通知》明确，要规范花椒市
场 ，保 护 区 域 品 牌 。 加 强 对 市
内 各 市 场 花 椒 质 量 监 督 检 查 ，
严厉打击掺杂使假、滥用化学药
品处理花椒等违法行为。对出
现食品安全隐患的花椒，做到严
防、严查、严处。市内所有花椒
经销商按规定办理营业执照和
其他相关手续，证照不全的不得
对外经销花椒。加强“韩城大红
袍花椒”证明商标管理，依法推
行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制度，规范
证明商标使用行为。

《通知》强调，各镇（街道）、
各部门要总结以往教训，坚持预
防为主，加强隐患排查处置，加
强宣传引导，以对人民群众高度
负责的态度，各履其职，各尽其
责，全力以赴抓好花椒采收期间
各项安全工作，为全市花椒的顺
利采收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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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强 见习记者
曹丹妮）8 月 3 日，笔者了解
到，近年来吴堡县岔上镇川
口村在国家能源集团神东公
司的帮扶下，因地制宜、探索
发展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
产业振兴的致富路。

眼下正是西瓜上市销售
的旺季，川口村的大棚内一
个个西瓜滚圆滚圆，长势喜
人，瓜农薛海尚和妻子忙着

采摘、装车，丰收的喜悦写满
脸庞。

“我们这个西瓜皮薄、甜
度高，预计今年能产 10 万斤，
现在每天能摘 5000 多斤，神
东公司帮我们销售，我们就
专心种西瓜。”薛海尚说。

川 口 村 地 处 黄 河 滩 区 ，
土壤和气候适宜西瓜生长。
在国家能源集团神东公司的
帮扶下，川口村把沙地西瓜

作 为 特 色 产 业 来 发 展 。 从
2022 年以来，川口村的沙地
西瓜连续丰产，村集体经营
性 年 收 入 连 续 两 年 超 过 20
万元。

与 此 同 时 ，村 两 委 和 帮
扶单位还共同谋划，紧贴发
展所需、民生所盼，实施覆土
黄河滩地、修缮产业坝、建设
冷库等工程，逐步完善产业
配套设施，延伸农业产业链，

帮助村集体和农民拓宽增收
渠道。

“ 通 过 发 展 壮 大 特 色 产
业，实现从‘输血’向‘造血’
的 转 变 。”国 家 能 源 集 团 派
驻吴堡县川口村驻村第一书
记谷永强说，“我们还将培育
壮大其他产业，如中草药、蝎
子养殖、枣木雕刻等，让川口
村 在 产 业 振 兴 的 道 路 上 越
走越远。”

吴堡县：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为做强做大樱桃特色产业，眉
县齐镇坚持培养本土人才，以产
业链构筑人才链，以人才链提升
产业链发展“樱桃经济”，走出了
一条引领樱桃产业发展、农民致
富的新路子。

8 月 5 日，在眉县齐镇大樱桃

基地大棚内，一人高的樱桃树郁
郁葱葱。“夏季修剪是大樱桃树管
理中的重要环节，我们一定要注
意，一点儿都不敢马虎。”棚里，齐
镇党家寨村“新农人”李晓辉正向
种植户系统讲解大樱桃栽培管理
中的常见问题及解决对策，并对

农户提出的病虫害防治、施肥用
药等问题进行耐心解答。针对最
近几年气候条件多变、极端天气
频繁的现状，李晓辉还鼓励有条
件的种植户建设遮雨棚、温棚，实
施设施化管理。

这两年，凭着过硬的种植技术
和干劲儿，李晓辉将自家的樱桃大
棚管理得井井有条，培育出来的樱
桃又大又红，实现了增产增收。

在齐镇，李晓辉只是高素质农
民的一个缩影。通过落实党管人
才责任制，齐镇鼓励广大青年返
乡创业，结合大樱桃产业发展特

点，加大本土人才培养力度，邀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及种植大
户讲授栽培技术和管理要点等方
式。同时，适时组织农技人员、种
植大户赴大樱桃产地考察学习，
开展校地合作对接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等科研院校，成立大樱桃实
验站，开展农业科技项目研究，提
升“新农人”技能水平，提高果品
质量和果农收益。

目前，齐镇先后建成了大樱桃
遮雨棚 200 亩，智能温棚 50 亩，依
托 2 个陕西省特色农产品大樱桃
产易市场，鼓励、引导当地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开展以赏花观光、采
摘体验为主的乡村旅游，连续十
年成功举办大樱桃采摘节、“樱你
有约、乡村振兴”等果品宣传推介
主题活动。并发挥“头雁”联农带
农作用，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带动
全镇富民增收，打开乡村振兴新
局面。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探索青
年人才在服务产业方面的举措，
引导他们更好地扎根基层、服务
基层，推动大樱桃产业多样化发
展 ，带 动 更 多 群 众 实 现 增 收 致
富。”齐镇党委书记胡宁说。

8 月 2 日上午，兴平市马
嵬街道新堡子村的田野上，
伴 随 着 收 割 机“ 隆 隆 隆 ”的
轰鸣声，葛海河家的早熟玉
米终于开始收割了，村民驾
驶 着 农 用 三 轮 车 前 来 帮 忙
运输。

7 月 中 下 旬 以 来 ，几 场
连阴雨影响了玉米收割。趁
着短暂的晴好天气，寻找收
割机，联系运输车，新堡子村
党支部书记葛海河一直忙碌
着帮助村民收割玉米，却把

自家的玉米地“耽搁”了。
“往日收完玉米，秸秆处

理让村民很‘头疼’，焚烧污
染环境，没有设备直接还田
有 难 度 。”马 嵬 街 道 干 部 杨
特说，今年街道尝试推广使
用联合双收机，收割机过后
公司直接把秸秆运走，用作
青 贮 饲 料 。 相 比 往 年 每 亩
地 100 元 的 收 割 费 ，今 年 每
亩地收割费用在 80 元，费用
降低又符合环保要求，更为
村民解决了大麻烦。

葛 海 河 家 今 年 种 植 了
200 亩 早 熟 玉 米 ，在 村 里 算
是种植大户，但在收割的日
子里，他却有另一层考虑。

“ 街 道 6070 亩 玉 米 丰
收 ，各 村 情 况 不 同 ，每 村 配
有 3 台 联 合 双 收 机 ，但 最 近
天气不稳定，大家伙都想着
早收早晒，作为村支书必须
要有个样儿。”葛海河说，村
民的玉米早日收完，他心里
也踏实。

看着布袋“哗哗”流出的

“金豆豆”慢慢堆积成“山”，
葛 海 河 赶 忙 爬 上 农 用 三 轮
车，一双大手用力扒拉着腾
挪空间，顾不上衣服和胳膊
上飞溅的残渣，喜悦之情溢
于言表。“粗算一下，每亩地
能打 1600 斤，目前市场上干
玉 米 售 价 在 每 斤 1.2 元 ，今
年又是丰收年。”葛海河说。

据 了 解 ，今 年 兴 平 市 春
玉 米 播 种 面 积 达 1.3 万 亩 ，
目 前 各 镇（街 道）正 在 陆 续
收割。

连日来，汉中市南郑区黄官

镇的烤烟陆续进入成熟期，一年

一度的烤烟采收与烘烤旺季正

拉开大幕。今年，黄官镇精心组

织、周密部署，从育苗、移栽到管

理、采收、烘烤等各个环节都进

行了全程跟踪和指导。全镇烤

烟种植面积 2509 亩，产值达 850

万元，有效带动了群众增收。图

为 8 月 2 日，黄官镇五丰村烟农

正在将摘选的烟叶挂上烤房。

通讯员 王颍 任敏 摄

用人才链提升“樱桃经济”产业链
本报记者 赖雅芬 通讯员 张祺

联合双收机：

让玉米颗粒归仓与环保增效“两不误”
李石 本报记者 黄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