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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 25 日 ，走
进定边县白泥井镇衣食梁村
养殖户高贵富的养殖场，几
名工人正紧锣密鼓地开展饲
草料储备工作。他们通过自
家种植或者购买青贮、秸秆
和玉米等方式，大量储备各
类饲草料，为家畜安全“越
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
喂了 160 头牛，今年过冬准
备了 500 多吨秸秆，能喂到
今年 11 月。”高贵富说。

定边县通过精细化喂养
与充足饲草储备，为家畜安
全越冬提供了坚实保障，展
现 了 现 代 养 殖 业 的 科 学 管
理与高效运营。从传统的粗
放 养 殖 模 式 ，转 变 为 高 科
技、高效能的现代化养殖方
式，高贵富养牛场的变化，
成 为 当 地 养 殖 业 创 新 发 展
的生动写照。他引入先进饲
料 加 工 设 备 ，精 细 搅 拌 草
料，确保营养均衡。同时，

他 根 据 肉 牛 生 长 阶 段 定 制
专属饲料配方，提高饲料利
用率，增强肉牛的体质和抗
病 能 力 。 这 些 举 措 为 养 牛
场 的 持 续 健 康 发 展 提 供 了
有力支撑，展现了现代化养
殖的先进性和高效性。

“为保证牛的体质，我们
喂的是玉米面及饲料等。”
高贵富介绍。

近年来，定边县家畜养
殖规模逐年扩大，饲草需求
激增。为应对挑战，定边县
农 业 农 村 局 多 措 并 举 ，实
施粮改饲项目，推广高产优
质苜蓿种植，试种饲草新品
种。目前，定边县已有养殖
专业合作社 50 余家、养殖场
1000 余家。通过这些举措，

饲草储备量超过 100 万吨，
其中青贮玉米 30 万吨、玉米
秸秆 70 万吨，有效解决了饲
草料储备问题，为家畜安全
越冬提供了坚实保障。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加
强对牧草种植、收贮、加工
等环节的扶持，利用良种引
进、人工授精技术等手段，
提 升 全 县 牛 羊 舍 饲 养 殖 水
平 。 在 保 障 家 畜 安 全 过 冬
的同时，持续推行重大动物
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
政策，提升兽医社会化服务
能力，落实病死畜禽无害化
处理，提升畜牧业发展保障
水平，促进我县畜牧业高质
量发展。”定边县农业农村
局总畜牧师陈伟说。

1 月 3 日 ，在 安 康 市 汉 滨

区 石 梯 镇 双 联 村 的 田 地 里 ，

农 户 在 桑 园 里 翻 耕 施 肥 ，并

对桑树进行树干刷白。

连日来，汉滨区蚕茶果技

术 中 心 技 术 人 员 深 入 各 镇

村，指导农户做好桑园清园、

翻 耕 、修 枝 、施 肥 等 管 护 工

作，为提高来年桑叶产量、质

量保驾护航。

通讯员 唐静 摄

本报讯 （记者 李冀安
通 讯 员 王建霞 刘东） 时
下 ，正 是 魔 芋 种 植 的 好 时
节。1 月 3 日，在汉阴县双
河口镇斑竹园村，村民们正
忙着魔芋选种、种植、覆盖
薄膜。

斑竹园村魔芋种植一直

没有形成规模，加上村民魔
芋 种 植 技 术 和 管 理 水 平 不
足，导致魔芋产业未发展起
来。2019 年，当地的核桃种
植 大 户 吴 帮 军 开 始 在 核 桃
林下套种魔芋，通过这几年
的摸索，目前魔芋种植已小
有规模。

“ 我 们 从 2024 年 10 月
开始栽种魔芋，要到今年的
4 月前全部完成。今年面积
大概是 600 多亩，现在魔芋
市 场 比 较 稳 定 ，魔 芋 不 愁
销。”吴帮军说。同时，他还
积极传授栽培技术，帮助村
民发展魔芋种植，进一步增

加村民收入。
近年来，汉阴县双河口

镇依托当地优质土地、自然
资源，因地制宜，按照“政府
引导、市场主体”思路，大力
发展林下魔芋、中药材等产
业，提高土地综合利用率，带
动群众增收致富。

汉阴县双河口镇：魔芋种植忙

1 月 2 日，走进彬州市北
极镇黄畔村一家企业内，工
人正忙着将储藏、冷冻好的
柿饼一一装箱，然后通过快
递冷链销往全国各地。

“鲜柿变冰柿、柿饼、柿
醋、罐头，柿叶变茶叶，我们
一 直 与 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
专家对接，并到富平县等地

‘取经’，一直致力于柿子栽
培、加工、研发、销售等技术

改进创新，创立了‘红霜果’
品牌，延长产业链，让柿子
变成‘柿业’，带动群众增收
致富。”该企业负责人曲振
民介绍。

北极镇土壤肥沃，光照
充足，昼夜温差大，是柿子
生产的最佳适宜区，有着悠
久 的 种 植 柿 子 历 史 。 每 年
霜降前后，红艳艳的柿子遍
布山间地头，柿农采摘、削

皮、晾晒，家家户户十分忙
碌 。 柿 子 被 加 工 晒 干 制 作
成霜白无核、软糯香甜的柿
饼，成为赠礼佳品。

近年来，为了发展壮大
柿子产业，北极镇聚焦生态
禀赋和产业优势，通过招商
引资方式，利用黄畔村合并
后 闲 置 的 村 委 会 吸 引 企 业
落户，建成柿饼加工基地。

在 充 分 进 行 市 场 调 研
的基础上，北极镇实施“优
果工程”，引进市场销路良
好的富平“升底尖柿”，采用
幼树落头、高接 换 头 技 术 ，
建成柿子改良示范园，盘活

了柿子资源，助力群众增收
致富。

北 极 镇 致 力 于 柿 子 栽
培、柿饼加工、柿醋生产、柿
叶茶研发等技术改进创新，
提升柿子产品附加值，延伸
柿子产业链条，将柿子价值
发挥得淋漓尽致。

同时，借助每年农民丰
收 节 活 动 ，北 极 镇 宣 传 推
介 彬 州 柿 子 ，促 进 农 产 品
产 销 对 接 ，网 聚 致 富 增 收
商 机 ，提 高 果 品 品 牌 影 响
力 ，走 出 了 一 条“ 林 下 生
金、生态富民”的绿色发展
新路子。

本报讯 （吴永刚 通讯员 康飞） 1 月
2 日，笔者了解到，近年来，韩城市西庄镇
结合镇域农业基础短板问题，精心谋划，
缜密部署，以农业产业项目为抓手，大力
推进农田基础设施类项目，巩固提升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努力让“粮田”变“良田”。

近年来，西庄镇针对辖区农业生产基
础设施条件差、无法满足群众种粮日常灌
溉需求等问题，研究制定《西庄镇建设北
部粮食主产区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利用
三年时间改善辖区各村农田基础设施，最
大限度解决群众灌溉难问题。2024 年，该
镇结合平原片区产粮优势加快在郭庄砦、
薛村投资 454 万元，实施“西庄镇高产示范
园建设项目”，惠及 2 个村 827 户农户 2000
余亩土地。该项目的建成投用补齐了农田
水利基础设施短板，提高了农田防灾抗灾
减灾能力，粮食种植亩产量稳步提升。

同时，西庄镇坚持建管并重，对项目
实施地资产进行移交，要求各村明确专人
负责后续运营管理，并加大管护力度，确
保项目设施设备、农田灌溉基础设施持续
满足群众日常粮食生产要求。同时持续推
进水、电、路等农业田间生产设施建设，补
齐农田基础设施短板，集中力量打造土地
平整肥沃、灌溉设施完善、优质高产高效、
绿色生态安全的高产示范粮田，引导更多
群众加入到粮食种植业中来。

韩城市西庄镇

让“粮田”变“良田”

1 月 2 日，在汉中市南郑区梁山镇前丰
村，工人正在衬砌渠道。

据 了 解 ，前 丰 村 抓 住 冬 季 农 闲 有 利
时 机 ，积 极 争 取 资 金 ，新 修 和 改 造 灌 溉
渠 7200 米，为提升农业生产能力、保障粮
食安全打下坚实的水利基础。

通讯员 何祥斌 摄

延长产业链 柿子变“柿业”
杜孟飞 本报记者 黄河

定边：囤百万吨饲草 保家畜安全过冬
曹丹妮 通讯员 高巧艳

本报讯 （金华 赵鹏） 1 月 2 日，白水
县果业中心采取“贴近农民强培训、贴近一
线强服务、贴近实际强推广”的方式，积极
开展果园冬季管理培训指导工作。

在田间地头，果业中心技术干部针对
果树不同品种特点和生长状况，现场为果
农示范和讲解冬季修剪的技巧与要领，指
导果农进行果树冬季修剪。他们亲自示
范修剪技巧，耐心解答果农们提出的问
题。针对“三瑞”苹果，从修剪的时机、方
法到注意事项，都讲解得详尽透彻，让果
农能够清晰明了地掌握关键要点。

“果业技术干部的到来真是雪中送炭，让
我对苹果冬季管理更有信心了。”振华合作社
负责人说。

“技术干部的指导太及时、太实用了，
让我掌握了科学的修剪方法，对明年的果
园丰收充满期待。”尧禾镇一位参加培训
的果农说。

截至目前，果业中心在全县组织开展
各类形式培训 50 余场次，受训人数 8000
余人次，发放技术资料 1.2 万余份。

下一步，果业中心将继续加大技术培
训和指导力度，为果农提供更多的技术服
务和实用技术，推动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促进果农增收致富。

白水县

“三贴近”助力果园冬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