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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曹丹妮 通讯员 康亮亮） 12 月 7
日，佳县手工挂面团体生产标准培训班在“陕
北手工挂面第一村”通镇陈家墕村开班，来自
通镇周边的 109 名学员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邀请技能培训经验丰富的高级
中式面点师武峰峰现场授课。培训课程涵盖
手工挂面的选材、制作、包装、储存等环节，确
保每位学员都能全面掌握手工挂面的生产标
准和操作流程。

佳县手工挂面至今仍保留着传统的制作
工艺，需历经和面、切面、搓条、上大架、晾晒等
十几道工序。2011 年，佳县手工挂面制作技
艺 被 列 入 第 三 批 陕 西 省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其中，陈家墕村被誉为“陕北手工挂面第
一村”，被认证为国家生态原产地。目前，佳县
手工挂面产业从业人员近 3000 人，涉及 42 个
村，年产值 2.3 余亿元。

为破解佳县手工挂面高质量发展瓶颈，佳
县市场监管局、工贸局、手工挂面协会日前联
合印发《关于手工挂面团体标准推广应用的通
知》，建立健全覆盖手工挂面全产业链的标准
体系，规范小作坊生产，精选优质面粉供应商，
提高手工挂面品质。

佳县

手工挂面团体

生产标准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刘洋） 12 月 19 日，在铜川市耀
州区石柱镇马咀源农业专业合作社，一排排规
划整齐、错落有致的蔬菜大棚坐落在道路两
旁。大棚内，绿油油的藤蔓映入眼帘，成熟的
草莓、西红柿鲜嫩欲滴，工人们正穿梭在大棚
里进行疏叶、采摘、分类、装箱。

“我就是咱马咀村人，农闲的时候，我来这
里摘草莓，一天能挣 80 元。主要是离家近，地
里的活也不耽误，我感觉挺好。”正在大棚里忙
碌的村民冯小芬说。

“合作社成立于 2018 年，成立当初，只有 5
户，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现在已经有 10 户成
员，30 多座温室大棚。现在成熟的水果有西
红柿、草莓，深受消费者青睐。”合作社理事长
郑小军说。

随着合作社的发展，马咀村持续完善“公
司+农户+市场”经营模式，打造“一村一品”特
色品牌。建成日光温室樱桃大棚 30 座、日光
温室蔬菜大棚 102 座，年均生产新鲜果蔬 660
余吨。建成 5000 立方米恒温果蔬保鲜库，建
立了集种植、加工、储藏、配送一条龙的冷链物
流体系。

“现在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的销售方式，
还有一部分是现场采摘。明年要把草莓、西红
柿各增加 2 棚，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的西红
柿和草莓。”郑小军说。

耀州区马咀村

大棚结满“致富果”
本报讯 （记 者 胡小宁

通 讯 员 刘衍宁） 12 月 20
日 ，由 安 康 市 总 工 会 、安 康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主 办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院 茶 叶 研 究 所 陕 茶
研 究 院 承 办 的 安 康 市 第 一
期 富 硒 茶 文 化 培 训 班 顺 利
开 班 。 培 训 对 象 为 安 康 市
机关干部、茶产业学（协）会

人 员 、茶 文 化 传 播 及 爱 好
者，共计超过 100 人参加。

本 次 培 训 旨 在 做 好“ 茶
文 化 五 进 ”工 作 ，即 推 动 茶
文 化 进 机 关 、进 学 校 、进 企
业、进社区、进家庭，以实际
行动赋能陕茶高质量发展。

培 训 内 容 丰 富 多 样 ，包
括 茶 文 化 简 史 、陕 茶 文 化 、

茶 叶 科 学 知 识 、茶 礼 仪 、茶
叶冲 泡 、茶 席 美 学 等 。 授 课
老 师 均 为 业 内 权 威 专 家 ，他
们 通 过 生 动 的 讲 解 和 实 操
演 示 ，让 参 训 人员深入了解
陕 茶 文 化 的 深 厚 底 蕴 和 独
特魅力。

据 介 绍 ，该 院 今 后 将 继
续 发 挥 专 业 优 势 ，加 强 与 各

方 的 合 作 与 交 流 ，为 推 动 陕
茶 文 化 的 传 承 与 创 新 、促 进
陕 茶 产 业 的 持 续 健 康 发 展
作 出 更 大 的 贡 献 。 此 次 培
训 班 不 仅 为 安 康 茶 文 化 的
传 播 打 下 了 坚 实 的 基 础 ，还
为 进 一 步 推 动 富 硒 茶 产 业
与 文 旅 、康 养 等 产 业 的 融 合
奠定了良好基础。

安康市第一期富硒文化培训活动举行

本报讯 （记 者 张恒）
12 月 20 日，全省苹果国育
新品全链开发整县试点工
作推进会在西安举办。会
上，省果业中心发布了《全
省苹果国育新品全链开发
整县试点工作方案》，淳化
县政府发布了《国育新品瑞
雪苹果整县推进工作方案》
和全国首个瑞雪苹果区域
公用品牌。

据了解，从 2025 年起，

我省将以咸阳市淳化县为
试 点 ，每 年 在 全 省 苹 果 重
点县整县推广种植 西 北 农
林科技大学自主培育的瑞
雪 、瑞 香 红 、秦 脆 等 苹 果
国 育 新 品 种 5 万 亩 以 上 ，
通 过 建 强 苗 木 繁 育 体 系 、
优 化 产 业 区 域 布 局 、发 展
适 度 规 模 经 营 、创 新 栽 培
管 理 模 式 、全 面 推 进 预 冷
处理、全面推行分级分选、
全 面 推 动 设 备 提 标 、培 育

品牌矩阵、深化产销衔接、
强 化 社 会 化 服 务 ，培 植 果
业新质生产力，打造 10 个
左右不同环节、重点突破、
整 县 推 进 的 示 范 县 ，探 索
走出一条“错位发展、特色
竞争、新品经济”的高质量
发 展 路 子 ，带 动 全 省 苹 果
产业产加销全链整体转型
升级。

淳 化 县 将 抢 抓 首 个 苹
果国育新品全链开发整县

推 进 试 点 县 机 遇 ，把 瑞 雪
苹果作为乡村振兴一号工
程、县委县政府主抓工程，
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共建
淳 化 瑞 雪 苹 果 试 验 站 ，加
快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
的 试 验 示 范 与 推 广 应 用 ，
通过扩规模、提品质、塑品
牌 ，力 争 在 五 年 内 把 瑞 雪
苹果种植面积发展到 10 万
亩以上，在全国打响“淳化
瑞 雪 苹 果·一 口 吃 出 百 花

香”区域公用品牌，不断拓
展国内高端市场和国际市
场 ，为 陕 西 苹 果 产 业 转 型
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作好示
范和样板。

“苹果国育新品全链开
发整县试点是陕西立足产
业 发 展 现 状 ，经 过 深 入 调
研 ，全 面 研 判 果 业 发 展 趋
势 启 动 的 一 项 工 作 ，旨 在
着力破解苹果同质化竞争
难 题 ，加 快 推 进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引 导 和 支 持 主 产 区
因 地 制 宜 开 辟 产 业 发 展

‘新赛道’。”省农业农村厅
副厅长任步学指出，各苹果
主产区将以试点工作为契
机，把握新品种市场机遇，
着力在品种结构上实现新
突破、在质量效益上再上新
水 平 、在 产 业 化 经 营 上 迈
上 新 台 阶 ，努 力 把 陕 西 建
设成为全国苹果产业发展
的新高地、新标杆。

陕西启动苹果国育新品全链开发整县试点工作

本报讯 （记 者 张恒 通
讯员 郑智康） 12 月 20 日，记
者了解到，2024 年西安市农
业农村系统坚决扛稳粮食生
产责任，坚持“良田、良种、良
机、良法、良策”协同，奋力夺
取全年粮食丰收，为国家粮食
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据国
家统计局陕西省调查总队核
定西安市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385.36 万 亩 ，单 位 面 积 产 量
371.86 公斤，总产量 143.3 万

吨。全年粮食播种面积、单位
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均较上年
实现了增长。

播 种 面 积 稳 步 增 加 。
2024 年西安市全年粮食播种
面积 385.36 万亩，较上年增加
0.26 万 亩 ，增 长 0.07% 。 其
中，夏粮面积 209.14 万亩，减
少 0.58 万亩，下降 0.28% ；秋
粮播种面积 176.22 万亩，增加
0.84 万亩，增长 0.48%。

平均单产稳步提升。全

年粮食平均亩产 371.86 公斤，
较上年增加 7.20 公斤/亩，增
长 1.97%，高出全省平均亩产
74.51 公斤。其中，夏粮平均
亩 产 342.90 公 斤 ，较 上 年 增
加 10.84 公斤/亩，增长 3.27%，
夏粮平均亩产高于全省平均
亩产 50.87 公斤；秋粮平均亩
产 406.23 公 斤 ，较 上 年 增 加
2.58 公斤/亩，增长 0.64%，秋
粮平均亩产高出全国秋粮平
均亩产 5.68 公斤，高出全省秋

粮平均亩产 105.99 公斤，创历
史新高。

粮 食 总 产 量 稳 定 增 长 。
西 安 市 粮 食 总 产 量 143.3 万
吨，较上年增加 2.87 万吨、增
长 2.04%。其中，夏粮总产量
71.72 万吨，增加 2.07 万吨，增
长 2.98% ；秋 粮 总 产 量 71.58
万 吨 ，增 加 0.80 万 吨 ，增 长
1.12%。全年粮食总产量连续
五年站稳 140 万吨台阶，实现

“二十一连丰”。

西安2024年粮食实现“二十一连丰”

12 月 14 日，在永寿县监军街道寨里村，群众正在分拣包装西葫芦。
连日来，永寿县设施大棚内的圣女果、草莓、黄瓜等果蔬喜获丰收，群众忙着采收、分拣、

搬运、装箱、销售果蔬。
通讯员 李建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