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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市场

12 月 16 日 ，在 大 荔 县
朝 邑 镇 三 合 村 张 建 民 的 大
蒜 温 棚 里 ，蒜 苗 长 势 喜 人 ，
再 过 几 天 就 能 上 市 ，预 计
亩收入 7000 元。

据了解，朝邑镇有着上
百 年 大 蒜 栽 培 传 统 。 这 里
沙 土 疏 松 透 气 ，非 常 适 合
大 蒜 生 长 ，所 产 的 蒜 苗 、蒜
薹 受 到 省 内 外 消 费 者 的 普
遍欢迎。

朱碧云 摄

本报讯 （毕波波 记者 靳天龙） 眼下，洛
南县田间地头的柿子树上挂满了火红的柿子，
成为冬日里一抹最艳丽的色彩。如今正值摘柿
子、制作柿饼的黄金时期。在洛南，乡间的柿子
品种有很多，火晶柿子、牛心柿子、鸡心黄柿
等。柿子除了制作柿饼外，还可以做柿子干、柿
子醋、柿子酒、柿子果饮等。

12 月 11 日，洛南县古城镇一家食品厂内工
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分拣柿子，为加工柿子醋、柿
子酒、柿子果饮做准备。

“今年从村民手里收购了 80 多吨柿子，采
用传统手工工艺制作柿子醋、柿子酒，明年麦收
前后就可以上市销售了。”食品厂厂长王春敏介
绍，“预计明年可以出产 26 吨柿子醋，采用线上
线下同步销售，收入 90 多万元。”

“以前家门口树上的柿子吃不完，有些送
人，有些就坏了。”古城镇四联村村民张老虎
说，如今有了柿子醋加工厂，这些柿子可以卖
给工厂，既不浪费，还能增加收入。据介绍，
制作柿子醋、柿子酒、柿子果饮不仅解决了柿
子的滞销难题，推动传统技艺传承，还为附近村
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近年来，洛南县充分利用丰富的柿子资源优
势，大力推进柿子产业发展，成功研发出柿子醋、
柿子酒、柿子果饮及柿饼等一系列柿子深加工产
品。这份甜蜜“柿”业不仅极大提高了柿子的经
济价值，还为当地农民开辟了新的增收途径，为
乡村振兴增添了新的动力。

洛南县

柿子映红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 张恒） 12
月 11 日，记者了解到，近日省
植保站赴咸阳市、渭南市、延
安市开展苹果蠹蛾疫情监管
指导活动。指导组详细检查
了全省各地苹果汁加工企业
的疫情防控措施和地方植物

检疫机构的监管工作情况，听
取果汁加工企业负责人和驻
厂监管人员的工作汇报，促进
了风险管控措施有效落实，对
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

指导组要求，果汁企业停
产后，要落实好三道防线的

各项措施，针对防虫胶失去
黏性、防虫地槽垃圾清理、高
风险区地面破损等薄弱环节
及时整改，停产后做好善后
工作，来年惊蛰前确保果池
覆网无破损漏盖。要强化源
头管理，着力从各级供货商

上下功夫，清理一批劣等供
货商，降低苹果蠹蛾传入风
险。要加强驻场监管，驻场检
疫员对日常监管工作要落实
落细。要梳理总结本年驻场
工作中的短板，为来年苹果蠹
蛾疫情防控工作打好基础。

省植保站开展苹果蠹蛾疫情监管指导

本报讯 （王楠 宋一峦 来一彪） 12 月 10
日，在兴平市设施大棚蔬菜产业园，一棚棚西
红柿长势喜人。兴平市农技中心高级农艺师
宇军带领农技人员走进大棚，查看大棚蔬菜
生长情况，为菜农发放《蔬菜冬季生产技术指
导意见》，传授大棚抗寒保温措施。

“建议广大蔬菜种植户要根据不同蔬菜种类
对温度的要求，采用大棚、中棚和小棚多层覆盖
的方式进行保温。在保证温度的前提下，白天
应及时打开多层覆盖的内膜，提高棚内的光照
强度和温度。如果遇到强降温天气，因地制宜
采用热风炉，加热风机等方式进行临时加温，并
结合熏烟等方法减轻冷害……”宇军讲说。

菜农李完鸽说：“今天技术人员来到蔬菜大
棚，给我们讲解了大棚冬天增温防寒措施。我
们听了以后心里也有底了，一定要把西红柿务
好，争取有一个大丰收。”

据了解，兴平是蔬菜生产大市，全市蔬菜种
植面积 14.4 万亩，其中设施大棚 6000 余座，年产
各类蔬菜、食用菌和草莓 45 万吨，每亩地为农户
直接带来经济收入8000 元。

兴平市

农技人员支招忙

本报讯（吴武刚 翟阿莉）
12 月 10 日，笔者了解到，近
年来，澄城县积极探索现代
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以提
升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生
产经营水平为重点，增强服
务带动小农户能力，走出了
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澄城县将农民合作社规
范提升作为重要抓手，全力
推动“积极培育、重点规范、
强化服务、提质增效”工作。
特别是深入开展的“千员带
万社”行动，为全县农民合作
社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
动力。

2023 年 ，澄 城 县 镇 两 级
共组建了 38 人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辅导员队伍。这支队

伍不断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深 化 与 各 合 作 社 的 对 接 服
务，健全指导体系，为农业经
营主体提供全面而精准的服
务。他们通过多种形式开展
指导帮扶，助力合作社完善
章程制度、健全组织机构、规
范盈余分配、创建产品品牌
以及拓宽销售渠道。在年初
召开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辅
导员工作会上，全体参会人
员共同观看了《澄城县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辅导员队伍建
设掠影》，回顾过往工作，总
结经验，展望未来。澄城县
农经站站长张英向 30 名县级
辅导员颁发聘书，并提出了
三点要求：认真履职、积极负
责，珍惜指导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规范发展的机会；同心
戮力、协作发展，充分发挥团
队优势，为服务对象提供更
广泛、更优质的服务；一心为
民、乐于奉献，将自身优势毫
无保留地服务于县域经济发
展和实体经济壮大。

在这一行动中，涌现出了
一大批优秀辅导员。和胜军
返乡成立电商企业和农民专
业合作社，开启“电商企业+
合作社+农户”合作模式，成
功打通线上销售渠道，让当
地 农 产 品 走 向 更 广 阔 的 市
场 。 李 会 军 种 植 谷 子 和 杂
粮，向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及
开展各类技术培训，带动一
批农民“重粮种粮”。袁丽牵
头成立澄城县渭北兴农果业

协会、澄城县合心农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组织农
机服务队，开展土地托管，与
种植大户、村集体建立合作
关系，提升果品种植品质、销
售效益，还为粮食安全标准
化、规模化、品牌化作了一定
的探索。

澄城县扎实推进“千员带
万社”行动，加快构建起“辅
导员+服务中心”的基层新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指 导 服 务 体
系。通过深入实施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提升行动，为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营造了良好的
发展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撑，
不断提升主体规范化发展水
平，有力有效推动全县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

澄城县扎实推进“千员带万社”行动

眼 下 ，农 田 耕 作 虽 闲 了
下来，但山阳县西照川镇的
特色产业——手工红薯粉条
生产加工正当时。村民们忙
着 制 作 和 晾 晒 粉 条 ，变“ 冬
闲”为“冬忙”。

西照川镇的红薯粉条以
其色泽金黄、口感筋道、耐煮
不易烂等特点而闻名。12 月
11 日，在西照川镇东川村的
一个家庭式的作坊里，欧年
建和几名村民正忙碌着制作

红薯粉条，打粉、磨浆、过滤、
捞粉、冷却、上挂，空气中弥
漫着淡淡的薯香和木柴燃烧
的烟火味。

“ 我 们 这 个 粉 条 一 般 是
从 11 月中旬开始做，一般都
是在小年之前停工，这段时
间 能 加 工 8 万 斤 ~10 万 斤 。
我们用的红薯都是周边村民
种植的，每一道工序都严格
要求，加工出来的粉条深受
消费者喜爱。”欧年建介绍。

传 统 的 手 工 制 作 方 法
虽 然 效 率 不 如 现 代 机 械 生
产高，但保留了红薯的原汁
原 味 ，使 得 粉 条 具 有 独 特
的 口 感 和 风 味 。 据 介 绍 ，
为确保粉条的口感，他还专
门 建 了 冷 库 ，确 保 粉 条 经
过 科 学 温 度 进 行 冷 冻 。 这
样既拉长了粉条制作季节，
又 能 让 周 边 的 村 民 收 入 增
加 。 为 了 让 这 些 传 统 的 手
工红薯粉条走出家门，欧年
建 不 仅 将 红 薯 粉 条 进 行 精
品 包 装 销 售 ，还 利 用 抖 音 、
微 信 等 平 台 及 线 下 渠 道 进
行 广 泛 宣 传 。 这 一 举 措 使
得 红 薯 粉 条 的 产 量 和 收 益

大幅提高。
近年来，东川村围绕“一

村一品”发展思路，依托独特
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红薯
粉条加工特色产业。通过不
断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提高
农产品附加值，有效拓宽了
村民增收致富的途径。

下 一 步 ，西 照 川 镇 将 持
续 扩 大红薯种植规模，夯实
手 工 红 薯 粉 条原材料基地，
不断延伸红薯产业链条，提
升红薯粉条品牌价值，推动
特 色 产 业 向 规 模 化 、标 准
化 、品 牌 化 方 向 发 展 ，让 小
粉 条 成 为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的
大 产 业 。

红薯粉条变“金”丝
刘嘉宵 本报记者 靳天龙

本报讯 （吴永刚 通讯员 吴倩妮）“在家
闲着也着急，学做手工编织时间灵活，既方便照
顾老人小孩，还能挣点钱补贴家用。这个活儿
太适合我们了。”东风村村民杨大姐高兴地说。
12 月 11 日，在韩城市板桥镇文化合作社手工编
织分社的编织培训课堂上，妇女们聚在一起，手
拿针线，跟着老师学习编织技巧。

课堂上，编织老师以细节讲解和现场实操
相结合的方式，从手工编织基本知识、手法技巧
等方面详细讲解编织技术，手把手传授编织要
领。参加培训的妇女们仔细聆听、认真学习，积
极与老师进行互动交流。五彩斑斓的棉线被编
织成一件件寓意美好的作品。这些作品通过板
桥镇文化合作社线下门店、电商平台等渠道进
行销售。截至目前，手工编织课堂吸纳妇女学
员 20 余人，熟练工月均可增收约 800 元。

“手工编织课堂让妇女们掌握新技能，解决
了家庭主妇不便外出务工的困境，让她们利用
碎片化时间为家里增加收入，在创作中找到归
属感和成就感。”东风村党支部书记范蓓蕾说。

近年来，板桥镇通过深入挖掘手工编织的
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结合现代市场需求和科
技创新手段，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推动乡村
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为乡村振
兴注入新活力。

韩城市板桥镇

巧手编织促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