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责任编辑/常青 视觉/李延庆 组版/景小燕 校对/石芳蔚

县域纵横
2023年12月11日 星期一

本报讯（通讯员 白杨越）近
日，在黄龙县白马滩镇柏峪村村委
会院子里，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村民们推着架子车、骑着三轮
车陆续前来领取“爱心化肥”，每个
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为进一步促进核桃提质增效，
提升核桃园秋冬季管理水平，助力
产业振兴，近日，县核桃中心在帮
扶的白马滩镇柏峪村开展“情系
帮扶村 送肥促发展”活动，为该
村 252 户农户送去价值近 7 万
元 40吨有机肥。在肥料发放现
场，工作人员按照统计名单，有
序发放有机肥，并与前来领取化
肥的种植户亲切交谈，详细询问
种植过程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
题，了解明年的种植计划，鼓励他
们增强信心，争取明年有个好收
入。领到“爱心有机肥”的种植户
喜笑颜开，纷纷表示“明年要好好
干”。

“这几天正准备去买化肥给核
桃树施肥，村上通知让来免费领
取，这又节省了一笔开支，非常感
谢核桃中心。眼下正是核桃园秋
施基肥的时候，像我们这些老人腿
脚不好，离街上比较远，购买化肥

不方便，现在好了，县核桃中心为
我们送来了，真是太感谢他们了！
我回去用这些肥搞好核桃生产，希
望来年有个好收成。”村民雷民岳
和老伴拉着满满一车有机肥开心
地说。

秋收过后，核桃中心在走访中
了解到群众的核桃园肥力不足、管
理积极性不高的情况后，随即安排
人员联系厂商购买高效有机肥
1000袋，到该村为村民进行集中
发放，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授
课，介绍化肥的特点和施肥要领，
指导群众科学秋施基肥，着力解决
果农在核桃生产中遇到的难题，用
实际行动推动帮扶村核桃产业高
质量发展。

该县核桃中心党支部书记王
辉表示：“此次发放减少了村民在
种植方面的投资成本，进一步激
发了村民种植积极性，切实解决
了农产品稳产增产，农民工稳收
增收的问题，切实减轻了农民工
的生产生活压力。此外，在送化
肥的过程中还能给群众现场授
课，既提升了群众核桃的管理水
平，又增加了群众收入，高质量推
进乡村振兴落地落实。”

11月 1日，一场关于玉米秋收测产的现场观
摩会在黄龙召开。延安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延安、
西安和渭南等地市农技单位有关人员组成专家
组，对黄龙县玉米增密度提单产项目区百亩攻关
田、千亩核心区进行了玉米机械籽粒现场实打实
收，经测产，亩均单产分别达到 1120.50公斤和
1056.80公斤。“从目前的测产结果来看，黄龙县百
亩攻关田和千亩核心区的平均产量都达到了1100
公斤左右，这在全市乃至渭北玉米区来说，是一个
比较好的产量水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站站长
杨永春说，“这是延安地区首次实现大面积‘吨粮
田’目标，是黄龙县玉米生产政策好、天帮忙、人努
力、技支撑、地给力的综合体现。”

在黄龙县玉米增密度提单产项目区百亩攻关

田、千亩核心区，接连成片的玉米地一望无垠，成
熟的玉米棒沉甸甸地挂着，微风拂过，玉米林发出
窸窸窣窣声。专家组通过随机选取地块、实地测
距、丈量面积、现场采收、机械籽粒收、称重计量、
水分测定及折算等，对玉米田进行现场测产。

随着收割机隆隆驶过，不一会儿，一斗斗金黄
的玉米粒儿便如同瀑布一般，倾泻在车厢内。“经
过专家测产，我们鲁家塬村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
每亩产量达1056.80公斤，这个成绩让我们更有信
心、更有干劲了！”看到测产结果，崾崄乡鲁家塬村
党支部书记张志利激动地说。同样激动的还有三
岔镇李家庄村种粮大户张小军，他说：“今年我种
了 1300多亩玉米，在县农业局推广‘一增三改两
防’措施提升后，今年每亩玉米产量提升了 300多

斤，总产量增加了 40多万斤，总收入也就增加了
40多万元。真是没想到！”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持续夯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基础，厚基础、转
方式，强科技、提效益，推动粮食生产“五良协同”，深
化托管服务改革，实施玉米单产提升，最大范围实现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持续推动县域玉
米单产大面积均衡提升，粮食生产迈上新台阶。据
了解，2023年黄龙县完成玉米种植12.31万亩，较上
年同期增加12.9%，玉米增密度面积8万亩。

“黄龙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下一步，我们将
深入总结经验，把黄龙好的经验做法在全市进一
步推广，全面提升粮食综合生产动力，端牢‘粮食
饭碗’，鼓起‘群众腰包’。”杨永春说。

本报讯 （通讯员 白杨越）
“暖气热不热，有没有漏水的情况，
有什么问题24小时请随时联系我
们……”入冬以来，气温逐渐下降，
黄龙县已全面开始了供暖采暖，为
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11月 29
日，黄龙县城投公司组织相关班
组及共产党员服务队对辖区内居
民、单位供暖用暖设备进行检查，
对用户冬季用电需求进行上门了
解，多措并举保障群众冬季取暖
安全可靠。

“感谢咱们城投公司的贴心服
务，暖气很暖和，有了你们的检查
和提醒，我们采暖也更加放心和安
全了。”黄龙县城东社区群众王增
旺感慨道。

在供暖季，黄龙县城投公司的
热力工作人员 24小时待命，随时
解决用户在用热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从注水打压、收费开阀、管网巡
检，带温试运行、换热站设备检查
维修，再到正式供暖，全程在线，实
时跟踪进度。为了更好地服务用
户，该公司还开通 24小时热线电
话、微信公众平台等多种渠道，方
便用户随时咨询或报修。同时，还
在各个片区进行定期巡检，确保供
暖设备的正常运行。

据悉，黄龙县城投公司于 11
月 1日正式开始今冬集中供暖。
城投公司自2015年起陆续承担了
曹店片区、城东片区以及政府片区
等各单位集中供暖工作，用暖单位
40余家，供热面积约 12万余平方
米。在9月初，该公司组织供暖人
员及管道维修工对政府片区所有
主管道进行更换维修，曹店片区、
城东片区对所属主管道阀门进行
更换维修，共计更换主管道约
2200米，阀门及配件约 80组，以
及锅炉管网全部进行了排查检
修，完成暖气管道打压试水、调
试、检测等工作，排除安全隐患，
确保供暖设备正常运转。在供暖
前期，城投公司组织人员还集中
对设备的运转及应急措施进行培
训，提前谋划、及早摸排、靠前服
务，扎实做好冬季供热前各项工
作，完成 3 个供热点的检修工
作。此外，为应对寒潮，该公司供
热机组“开足火力”提温运行，充
足的热源有力保障了连续稳定供
热。通过智慧供热系统，供热生
产调度中心能够根据外界气温变
化及时调节供热运行参数，提高
一次网供水温度，确保暖流涌入千
家万户。

遍地金黄粮满仓
通讯员 刘小燕

“爱心肥料”送上门
助农增收暖民心

热源充足 供应稳定
黄龙县城投公司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玉米丰收好时节，
遍地金黄粮满仓。近
日，黄龙县12.31万亩玉
米迎来大丰收，黄澄澄
的玉米簇拥成一片金色
海洋，农民抢抓晴好天
气收割、运输、晾晒，将
“丰收在望”变成“颗粒
归仓”，呈现出一派喜人
的丰收景象。

走进界头庙镇的田间地头，粗壮的玉米秆上
挂着硕大的玉米包，正在田间作业的机械化收割
机“突突”前进，轰鸣不息的农机，一望无际的玉米
田，忙忙碌碌的身影，共同构成了一幅壮美的田野
丰收图。

“我今年种了 60亩玉米，现在已经开始收割
了，今年玉米长势不错，产量也比去年高，预计亩
产 1500斤，大概能收入 9万元。”界头庙村村民吴
海印笑着说。

界头庙镇是黄龙县玉米主产区，近年来，界头
庙镇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农业的重中之重，2023
年全镇共种植玉米 3.8万亩，现已进入成熟收获
期，预估平均亩产可达 1600斤。“作为全县的农业
大镇，界头庙镇近年来紧紧聚焦粮油生产的‘耕、
种、防、收’4个环节，我镇通过成立秋收志愿服务

队、整合各类机械等措施，稳步推进秋收工作，确
保我镇秋粮颗粒归仓。”界头庙镇副镇长马甲说。

在三岔镇，农民丰收玉米的场景也是随处可
见。一台台大型玉米联合收割机和运输车开足马
力，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排排玉米植株连秆带穗被
卷入机械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等流程一气呵
成，眨眼间，金灿灿的玉米棒便堆满了运输车。“我
种了1300多亩玉米，现在开始陆续收割了，已经收
了十几亩了，今年是个丰收年，雨水够用，玉米产量
特别好，相比去年一亩地能高出来300多斤，太高兴
了。”李家庄村种粮大户张小军乐呵呵地说。

距离黄龙县城西 19.5公里的三岔镇，耕地面
积 7.7万亩，其中玉米面积 4.1万亩，是全省“万亩
玉米创高产示范基地”。近年来，三岔镇依托广袤
的土地资源优势，开展“吨粮田”建设，扎实推进玉

米单产提升行动，力促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在崾崄乡，金黄色也成了丰收的主色调。
在鲁家塬村，种植大户乔庆文正在玉米地里忙丰
收，一颗颗金黄饱满的玉米粒从收割机卸粮口倾
泻而下，呈现出一派“丰收好时节”的喜人景象。

“我今年种了100亩玉米，目前刚开始收割，已经联
系好了客商直接到地头收购，一粒玉米都不用往
家拿。”看着喜获丰收的玉米，乔庆文脸上满是笑
容。

作为全县的种粮大乡，崾崄乡将继续抓好后
期田间管理，强化农机调度和作业服务，确保现有
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眼下，黄龙县各乡镇的
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晾晒玉米，只见家家户户
庭院内外都堆满了金灿灿的玉米，在阳光下构成
一幅美丽的“晒秋图”。

走进界头庙镇界头庙村，收割机和运输车辆
的轰鸣声在田间地头奏响了丰收的交响曲。村民
徐长生看着玉米地里饱满的玉米棒，丰收的喜悦
挂在了眼角眉梢。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他与合
作社签订了玉米托管合同，再也不用为秋收时节
联系不到玉米收割机而犯愁了。“我现在种了 80
多亩玉米，以前收玉米的时候，全等外地的客商
过来收，特别不方便。自从合作社成立以后，我把
这80多亩地托管给合作社，从播种到现在收玉米，
我只用到地头看一看就行了，比以前方便多了。”
现在，徐长生只需站在玉米地一旁，全程“监工”，
静待收获。

为促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2022年，县上以
界头庙镇为试点探索农业社会化托管服务，成立
了黄龙县坤塬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以服务农户

和增加村集体收入为目的，对农业生产的“耕、种、
防、收”4个环节全面托管，不仅解决了目前农村谁
来种地的问题，也促进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
效衔接。截至目前，仅界头庙镇签订玉米社会化
托管服务面积达20450亩，服务农户400余户。界
头庙镇玉米社会化托管服务，是黄龙县推进农业
社会化服务的一个缩影。

在农业托管服务的大浪中，三岔镇也探索出
了自己的模式。“去年我种了 70亩玉米，全都堆
放在村里设置的晾晒区。从播种到收获，全程
享受托管服务，自己根本不用操心。”尝到了土
地托管的甜头，三岔镇三岔村村民顾明高兴地
说：“土地托管既节约了种植成本，还提高了收
入，种地比以前轻松多了。”2022年，为有效破解

“没人种地、种不好地”的问题，提高玉米种植生

产的组织化、集约化、机械化程度，三岔镇率先
推出“1+1+N”玉米社会化托管服务模式，并在全
镇范围内开展试点，共签订玉米生产托管服务
合同 10100亩，最大程度保证了粮食单产提升，
为农民直接节约种植成本 50余万元，进一步提
高了群众收入。

从玉米托管入手探索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为农户安排“田管家”，黄龙县积极探索建立了政
府引导、村集体主导、多方新型经营主体共同参与
的农业社会化托管服务模式，2023年，农业农村部
办公厅发布2023年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
名单，共38个案例入选。其中，黄龙县是陕西省唯
一入选案例。目前，黄龙县玉米已进入成熟收获
期，其中实施农业社会化托管服务面积达 5万亩，
覆盖群众1922户。

玉米丰收“金”满仓

农业托管绘“丰”景

玉米单产创新高

● 收割机还在田间作业

● 县核桃中心工作人员为群众分发肥料

本报讯 （记者 朱佳雨） 12
月3日，蟠龙供水有限公司应急供
水抢修小分队接到该蟠龙镇磁窑
沟村居民的漏水抢修电话，值班的
应急抢修小分队成员第一时间赶
赴现场进行排查。

抢修小分队赶到现场发现，
宝塔区蟠龙镇磁窑沟村一条供水
管发生爆裂，影响周边单位和居
民正常用水。为缩短停水时间，
保障“十一”期间用户的正常供
水，抢修小分队迅速制定了维修

方案，开始管道维修工作。同时，
主管领导向上级报告，及时通过
短信对政府、学校、居民等用户进
行停水通知，告知用户停水时限
及原因。立即对供水管道受损状
况进行评估，放置好警示标牌，引
导过往车辆和行人有序通行，第
一时间组织定点开挖。抢修中，
管道抢修人员铺设了一条新的供
水管，通过热熔机将新旧管道接
口连接好后，让周边的单位和居
民重新用上水压足的自来水。

供水管道发生爆裂
抢修人员及时维修

玉米丰收玉米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