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2024年8月19日 星期一
责编 吴哲 校对 辜希静 美编 月亮

三农市场

当前，秋粮作物正处于提

升产量的关键期。为做好秋

粮管护工作，汉中市南郑区紧

急启动了玉米大豆套种“一

喷多促”作业，总作业面积预

计超过 1.7 万亩。图为 8 月

14日，农技中心组织植保喷防

技术人员在高台镇红旗村指

导村民玉米大豆套种复合种

植地块实施“一喷多促”作业。

通讯员 何祥斌 摄

本报讯 （记 者 李冀安
通 讯 员 刘娴） 8 月 15 日 ，

“咔、咔、咔……”伴随着一声
声清脆的掰玉米声音，在汉
阴县双河口镇兴春村产业园
务工的村民娴熟地将一根根
翠 绿 鲜 嫩 的 甜 玉 米 采 摘 下
来，整理、装袋、运输……干
劲十足。

“我们村海拔高，这批玉
米受前期干旱影响较小，产

量高、品质好，不愁销路。随
着这批玉米的出售，我们更
加有信心完成今年村集体经
济发展任务。”兴春村驻村第
一书记陈涛说。

据 了 解 ，今 年 兴 春 村 在
猕猴桃产业园套种甜玉米 40
余亩，预计产量可达 3 万余公
斤，收益 3 万元。眼下田间的
玉米陆续达到了采收期，陈
涛与村干部一起联系销售渠

道，通过干部职工微信群、朋
友圈为村上的玉米进行推广
宣传，帮助解决玉米销售问
题。玉米采收过后，看着地
里 剩 下 的 绿 油 油 的 玉 米 秸
秆，陈涛通过第一书记帮扶
工作群联系到一家肉牛养殖
企业，计划对玉米秸秆进行
统一收购和再利用。

近 年 来 ，围 绕 发 展 壮 大
村集体经济目标，双河口镇

积极探索村级集体经济多元
发展新途径，通过在猕猴桃
产业园套种、撂荒地整治等方
式，鼓励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大
力发展甜玉米、辣椒、土豆等

“短、平、快”产业，与现有的猕
猴桃、蚕桑等产业形成“长短
结 合 、相 互 补 充 ”的 良 好 局
面，不仅拓宽农民的增收致
富渠道，也有效促进村级集
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甜玉米变“金”粒子

“欢迎内蒙古呼和浩特的
朋 友 前 来 采 摘 黄 金 蟠 桃 ！”

“香甜可口、软糯多汁的黄龙
高山蟠桃持续发货中。”……
在 赵 国 雷 的 朋 友 圈 里 ，每 天
都 发 送 着 关 于 蟠 桃 的 信 息 ，
为自家的蟠桃“打广告”。

“ 刚 才 微 信 上 又 来 了 个

100 斤的订单，客户要求桃子
的个头要基本一致。”8 月 12
日 ，赵 国 雷 丰 收 的 喜 悦 洋 溢
在脸上。赵国雷是黄龙县三
岔 镇 四 条 梁 村 的 蟠 桃 种 植
户，今年 33 岁的他，已经有近
10 年的蟠桃种植经验，目前
种 植 了 200 余 亩 蟠 桃 ，每 年

的收益超过 70 万元，是当地
名副其实的种植“明星户”。

说起赵国雷，就不得不提
他的哥哥赵国辉。“最先是跟
着我哥开始种植的，他 2015
年外出打工时，发现了蟠桃品
种并积极引进。嫁接、修剪、
施肥、除草……经过五年的试
种，我们发现黄金蟠桃适合本
地的水土气候。”赵国雷介绍。

作为四条梁村第一批蟠
桃 种 植 户 ，赵 国 雷 兄 弟 俩 在
自 家 增 收 致 富 的 同 时 ，还 带
动了同村 7 户种植蟠桃，让蟠
桃产业成为三岔镇的又一特

色产业。
8 月 15 日，跟随赵国雷的

脚步，记者来到蟠桃园，一入
园，桃子的清香便扑鼻而来，
黄金蟠桃挂满枝头。“目前主
要通过客商、电商、朋友圈来
进 行 销 售 ，咱 们 这 里 种 出 来
的蟠桃个大多汁、香甜可口，
来购买的人还是挺多的。”谈
起销路，赵国雷毫不担心。

截至目前，三岔镇种植蟠
桃 200 余亩，各类桃共 500 余
亩。桃产业已成为三岔镇除
苹 果 、玉 米 主 导 产 业 之 外 的
又一个新兴产业。

8 月 16 日，在大荔县朝邑镇的“枣市”上，由
当地多部门组成的联合组正在开展冬枣质量安
全联合巡查，确保冬枣市场质量安全。

据了解，随着朝邑镇 4.1 万亩冬枣开始上
市，该镇组成的冬枣质量安全巡查队伍每天活
跃在当地的冬枣产地和市场，重点对收购冬枣
的农药残留、摘青上市等进行检查，确保冬枣销
售品质。 通讯员 李康 摄

本报讯 （曹丹妮） 8 月 16
日，以“发展新质生产力 共筑有
机新时代”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
有机肥产业发展大会在榆林市
子洲县召开。来自全国肥料产
业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
各级农技人员齐聚一堂，为有机
肥料产业良好发展把脉支招，共
商有机肥产业发展未来。

会议指出，有机肥行业要以
此次会议为契机，全面、完整、准
确地贯彻新发展理念，通过引入
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发展新
质生产力，为企业注入新动力、
新活力，着力打通畜禽粪肥还田

“最后一公里”，推动畜禽粪污由
“治”向“用”转变，助力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
发展。

会议强调，此次大会是畜禽
动物的资源化利用的合作交流
平台、展现有机肥农业产业化模
式的重要窗口。要充分利用好
这一平台，从不同视角就有机肥
产业发展目标、方向和路径等进
行交流探讨，碰撞思想、凝聚共
识，不断攥紧产业发展的拳头，
聚合各方面各要素力量，共同推
动有机肥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子洲县立足超细白
绒山羊产业基础，依托行业龙头
红 太 集 团 ，大 力 发 展 有 机 肥 产
业，推进绿色种养循环。借由本
次大会，子洲县将持续推进产品
迭代、推广应用、品牌管理，全力
将有机肥打造成子洲又一个拳
头产品、王牌产业，为农业现代
化提供全新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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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萌 张雷杰） 连日来，勉县新
铺镇铜钱坝村食用菌种植基地的竹荪迎来丰
产期，遮阴棚内，一朵朵鲜嫩饱满的竹荪“蛋”
从疏松潮湿的泥土基质中冒出，工人们在清晨
太阳升起之前进棚，赶在竹荪开伞之前将最佳
形态的鲜菌采收。

基地管理员陈小欢介绍，自 7 月进入采收
期以来，基地每天都吸纳当地劳动力二三十
人，采摘的新鲜竹荪就近进行烘干，销往省内
外市场。

依托良好的地理位置、土地资源和大棚设
施，勉县汉江绿园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在新铺
镇铜钱坝、陈家营等村发展香菇、竹荪、羊肚菌
等食用菌产业。今年，该合作社种植竹荪菌
60 余亩，日均出产鲜竹荪 450 公斤以上，采收
期将一直持续到 9 月中旬，按照干竹荪每公斤
260 元的价格销售，产值可达 100 万元，带动群
众人均增收 3000 元。

近年来，新铺镇通过规模化、标准化、产业
化发展食用菌产业，丰富了镇村产业发展内
容，夯实了产业基础。同时，为当地群众尤其
是留守妇女群体提供了家门口的灵活就业机
会，显著提升了联农带农经济社会效益，有效
助推了乡村振兴。

勉县铜钱坝村

竹荪迎来丰产期

蟠桃熟 日子红
本报记者 杨磊 通讯员 高亚蓉

产 业 振 兴 展 新 颜产 业 振 兴 展 新 颜产 业 振 兴 展 新 颜

本报讯 （吴怡楠） 8 月
13 日，笔者了解到，近日，在
铜川市耀州区董家河镇王家
砭村的火龙果大棚，今年第二
茬火龙果迎来上市采收期。

“今天是第四年来园里采
摘，种植的火龙果比超市的口
感好。施的是农家肥，个大、
味甜，我每年采摘回去，家人
都爱吃。”在火龙果大棚内，游

客正拿着剪子、挎着篮子穿梭
在棚内，体验采摘快乐。

种 植 户 张 改 玲 告 诉 笔
者，2017 年她通过外出考察
学习萌生了种植火龙果的念
头。2018 年 8 月，张改玲和丈
夫一起搭棚子、栽苗子开始种
植 火 龙 果 。 种 植 成 功 后 ，
2020 年一上市，就以良好的
品质和丰富的营养价值，广受

欢迎。今年是他们种植火龙
果的第 7 年，收益蒸蒸日上，
离不开张改玲的精细化管理。

目 前 ，张 改 玲 夫 妇 除 了
发展火龙果采摘园，还将火
龙果通过深加工做成火龙果
挂面出售，获得了消费者的
喜爱。张改玲夫妇的火龙果
大棚“南果北种”模式的成功
实施，不仅给自己带来了可

观的经济收益，更是带动周
围群众一起种植火龙果，共
同增收致富。

“ 今 年 的 产 量 比 往 年 还
要好些，能多收入 2 万元左
右。下一步，我准备到广西
等地考察学习，引进目前市
场价格好的‘黄龙’‘金都一
号’等品种，把品种做优，把
收入再提高。”张改玲说。

火龙果“甜蜜出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