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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看小康走进乡村

进行时乡村振兴

印象小康

服务到果园“剪”出好收成

锄麦家家趁晚晴，筑陂处处待春
耕。近日，天气转暖，安塞区采取各项
措施为春耕生产集聚力量，全力推动农
业生产开好局，为全年农业产、加、供、
销奠定了坚实基础。

备足各种农资 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

高功平在安塞区销售农资已经有10
年的时间了，100多平方米的店里堆满了
种子、肥料、地膜等农资。春播好不好，农
资是关键。他告诉记者，随着天气转暖，
春耕即将开始，他储备了玉米、大豆和谷
子等种子近万斤。此外，他还有着顺畅的
调货渠道，如果遇到特殊情况，3到5小时
之内就能将种子送到农民手中。

同样，在安塞区生产资料公司 300
多平方米的仓库里，堆放着尿素、复合
肥、有机肥等80多吨肥料。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除了库房内的肥料外，公司已经
将 2000多吨的肥料配送到了各乡镇的
销售点。最近，他们还会根据实际情况
对库存肥料进行调整，确保不误农时。

农业机械是农业生产的“翅膀”,对提

高农业生产效率至关重要。安塞韵杰农
业机械有限公司的场地里摆满了大大小
小的农机，公司负责人王洪亮告诉记者，
春节后他们已经销售了近60台农机，卖
的最好的就是微耕机。为了能让农民
熟练地掌握农机使用方法，他还在门口
开了一块地专门教农民农机使用技巧。

截至目前，安塞区共储备化肥 4.6
万吨，各类种子 50万公斤，各类农机具
1300多台。农资农机储备供应充足，完
全满足春播需求。

推广应用新品种 用科技促进粮食增收

今年，安塞区定下了播种粮食作物
24万亩，实现粮食产量 6.45万吨的目
标。无论是播种面积还是粮食产量较
去年都有所提高。要想增产，就离不开
先进技术，只有用最好的技术才能种出
最好的庄稼。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前段时
间，农业农村部发布品种审定公告，第
五届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通过了大量的新品种。新品种的应用

将提升我国粮食大面积单产和品质水
平。安塞区根据该区农作物品种在大
田生产上的表现及试验示范结果，将全
区划为北部乡镇和南部乡镇两个区域，
提出了玉米18个、春大豆12个、马铃薯
6个、谷子 9个、特色杂粮 13个品种的
2024年农作物品种主推及搭配意见。

此外，该区还将推广1.35万亩的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并建立核心
示范区 1000亩，推广亩植密度在 4000
株以上的玉米增密技术 5万亩，力争亩
产突破 800公斤；推广地膜谷子覆盖免
间苗播种技术，建立地膜谷子高产示范
基地500亩，力争亩产突破300公斤；推
广马铃薯全程机械化播种技术，建立示
范点，力争亩产突破3000公斤。

安塞区将加快粮食产业集成技术
研究与推广应用，确保主要农作物良种
覆盖率达到98%以上，主推技术到位率
达95%以上。

壮大产业链条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季节不等人，春日胜黄金。尽管尚

是春耕备耕时节，安塞区已着手精细谋
划全链条壮大农村产业，以拓宽农民增
收致富渠道。

今年，安塞区定下了全年种植玉米
13万亩、谷子 4万亩、马铃薯 4万亩、豆
类 2.5万亩，秋杂粮 0.5万亩，培育百亩
粮食示范点 250个，抓建一个千亩示范

“吨粮田”“高产田”的目标。
粮食丰收后，如何才能壮大农村产

业，促进农民增收？
为此，该区将以“链长制”为抓手，以

招商引资、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为路径，围
绕产业链发展环节和弱项短板，制定出台
《安塞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扶持政策》，深
化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延安大学等科研
院所在农产品方面的合作，大力推进农业
产业链系统化延链、补链、强链。

同时，该区还将深挖“安塞小米”品
牌内涵，做强“安塞优选”品牌。加强与
知名企业合作，实施一批产业关联度
大、支撑作用强、发展后劲足的重大项
目。采取走出去推介、引进来发展的办
法，壮大农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

绘好春耕图 孕育丰收景
——安塞区全力做好春耕备耕工作

记者 郑鹏 周家天 通讯员 刘阳

小康梦圆

走进宝塔区冯庄乡康坪村，一座座
温室大棚排列整齐，在阳光下闪耀着耀
眼光芒，甜瓜种植户尹治军正忙着给前
来采摘甜瓜的顾客装箱。

尹治军去年11月种的甜瓜苗，前几
天刚刚上市，一直能卖到 6月初。“正常
情况下，我这座 50米的大棚，3茬小瓜
卖完后，能挣四五万元。今后，我打算
再租上两座大棚，一年就能收入十几万
元，我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尹治军满
脸喜悦地说。

来自成都的游客陈菲菲第一次品
尝康坪村的甜瓜后赞不绝口：“这个瓜
特别好吃，甜而不腻、香脆可口。我打
算带两箱回去，让亲朋好友都尝一尝延

安的甜瓜。”
康坪村第一书记郭临江介绍说，

今年，康坪村将依托水上乐园、露营等
乡村旅游资源，积极探索“采摘+旅
游”多元化农旅产业模式，打响“冯庄
果蔬”品牌，增加农户收入，助力乡村
振兴。

据了解，康坪村主要以瓜果蔬菜种
植为主，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
的1.3万元，增加到2023年的1.75万元，
成为该乡乡村振兴样板和典范。

除了甜瓜，草莓也是该村的特色产
业。在该村的草莓采摘园里，一颗颗鲜
红的草莓在绿叶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耀
眼。承包该村温室大棚种植草莓的外

地小伙子施文辉正忙着帮顾客采摘新
鲜的草莓。他承包的3座温室大棚都是
村上3户无劳动能力家里闲置的大棚，1
座大棚每年6000元的租赁费，让这些村
民都能有固定的收入。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近年
来，宝塔区冯庄乡坚持因地制宜发展
特色产业、优化富民产业，通过建设温
室大棚和大拱棚，发展水果、蔬菜等特
色种植，架起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兴
农桥梁，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
力。 2023 年，“冯庄果蔬”累计收入
700 万元，全乡人均纯收入达到 1.75
万元，果蔬种植户人均增收 6000元，
真正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的好产业。
“今年，我们将立足资源优势，除了

巩固原有设施蔬菜产业，还将进一步配
套完善李庄、冯庄等村产业园区基础设
施，并在冯庄村新建高标准温室大棚 7
座。同时，在引进博洋九号、隋珠等小
瓜、草莓品种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绿色
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进一步打响叫亮

‘冯庄果蔬’品牌。此外，还要建立产销
联盟，为种植户和农业电商平台及社区
菜店等搭建沟通渠道，提高‘冯庄果蔬’
知名度和销售量，真正让农业蔬菜瓜果
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发展、助力村民增收
致富的强大动能。”冯庄乡乡长王向前
表示。

瓜果香满园 果农心里甜
记者 王静 王秀 曹宁宁

春日的延长，春耕备耕热浪迭起。
走进郑庄镇白介子沟村的大棚樱桃

种植户刘玉霞的日光温室大棚里，映入眼
帘的是一片绿意茵茵的景象，在绿叶的映
衬下，一颗颗樱桃挂满枝头。刘玉霞一边
疏果，一边向记者介绍起她家的樱桃。

“我种了3座大棚樱桃，一共有红灯、
布鲁克斯、美早和黄金玉等4个品种。”刘

玉霞告诉记者，“现在是管理最关键的时
刻，疏果、摘芯、追肥、浇水缺一不可。”

据了解，2018年，刘玉霞夫妻俩承
包了 3座日光温室大棚用来种植樱桃。
期间，他们积极参加相关部门组织的农
业技术培训和外出学习先进管理技
术。通过不断努力，刘玉霞逐渐成为了
一名樱桃种植“土专家”，种植效益也在

不断提高。
“我们的樱桃马上就要上市了，1斤

能卖到80元。管理好一点的话，一年可
以卖十几万元，甚至 20万元，效益非常
好。”刘玉霞高兴地说。

谈及下一步打算，刘玉霞表示：“我
计划扩大种植规模，再好好学习一下种
植管理技术，引进新品种，把樱桃种好，

争取让收入再上一个新台阶。同时，我
想把我种植大棚樱桃的经验分享给更
多想种樱桃的人，大家一起种，一起增
加收入。”

据了解，近年来，延长县郑庄镇依
托优越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大棚樱
桃、草莓、西甜瓜等特色种植，群众增
产、增收的路子越走越宽。

樱桃映红好日子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李浩楠 师宝林

本报讯（通讯员 胡凡 胡梦丹）近日，宜川
县果业中心联合云岩镇邀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
授邹养军，先后在云岩镇永宁村、堡定村和北赤村
矮砧密植果园举办开展中盐·宜川县春季果树修
剪培训活动，云岩镇新建园农户、农民技术员等相
关人员参加培训。

在培训现场，邹养军针对新建园管理、新品种
树苗整形修剪、清园、追肥、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
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并现场示范剪枝、拉枝等专
业技术。果农积极提问题，专家耐心讲解并对新
建园种植户所管理的新品种果树给予了很好的评
价和肯定，进一步激发了果农的种植热情。

“我以前对乔化和矮化果树管理区别不太清
楚，矮化的新品种果树究竟怎么管，我一直比较困
惑。这次邹教授来我们村开展果园指导，讲解得
非常清楚，对我们以后管理矮化苹果有很大的帮
助。”听完讲解后，永宁村村民薛志先对新建果园
管理充满信心。

“此次云岩镇联合县果业中心，邀请西农果业
专家教授到镇上开展新建园春季修剪培训活动，
进一步提升我镇果农新建园管理技术水平，为果
业新优品种改良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同时也
为下一步云岩镇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的产业基
础。”云岩镇副镇长王延宁说。

据悉，宜川县果业中心计划2024年在全县各
乡镇通过理论现场相结合、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对矮化示范园示范户关键环节年培训 6次、
总培训126次，力争让现代果业生产经营新知识、
新技术、新理念深入果农心中。

果树怎么剪 专家做讲解

● 专家为果农做示范

本报讯（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贺新年）近
日，黄龙县白马滩镇积极组织志愿服务队走进河
西坡村，开展果树修剪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
助力乡村振兴群众增产增收。

在河西坡村村民韦振营果园里，志愿者们正
分散各处，挥动着手中的剪刀修剪病枝弱枝，清理
地上修剪下来的树枝以及树下枯草。经过修剪的
果树枝条，能更加充分地吸收养分和阳光，确保了
今年的挂果率。

韦振营告诉记者，他家有 30多亩核桃园，正
值春暖花开是核桃树修剪的好时期，但他一个人
修剪费时费力，可能就会错过重要的生长期。志
愿队及时到果园里帮忙修剪核桃树，让他特别非
常高兴，对今年的核桃生产也更加有信心。

修剪果树是一项技术活，关系到果实的产量
和质量。志愿者们的到来，为村民们解决了实际
问题。白马滩镇志愿服务队队长李云刚说：“希望
通过此次活动，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志愿服务的重
要性，为村民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提高产量，增加
收入。”

今年，白马滩镇共成立了由 70人组成的 7支
志愿服务队，为村民提供春季核桃园管理、果树修
剪等服务工作。通过逐村走进果园的方式，为农
户传授春季果园修剪技术，让他们用科学的方法，
管理自己的果园，进一步提高产量、质量，帮助果
农增收。

阳春三月，正是果树管理关键期，我
市广大果农抢抓时机进行拉枝修剪，清
园施肥，病虫害防治，到处都是一派忙碌
的景象。图为宝塔区万花山镇毛堡则村
村民在果园劳作。

记者 赵合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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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凯）近日，在延川县大禹
街道北塬村的果园里，技术人员张潮正在现场指
导果农清园修剪，讲解春季果树剪枝的方法和注
意事项，对果农在果树管理中遇到的问题现场答
疑解惑。

“通过技术人员现场讲解、手把手教果树修剪
技术，让我学会了很多修剪方面的知识。他们还
帮我解决了去年因修剪过度遗留的难题，今年，我
一定会好好管理果园，争取丰产丰收。”北塬村果
农杨小宁说。

据了解，大禹街道今年持续开展春季果树防
冻、修剪、清园等工作，邀请专业技术人员重点围
绕树形改良与优化修剪、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
控等方面，以课堂理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
面向果农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同时，发挥本地“土
专家”“田秀才”作用，利用春季果园管理的有利时
机，深入田间地头教果农修剪果树、熬制石硫合剂
等技术，引导果农科学管理，提高效益。

目前，大禹街道已完成 1.8万亩果园果树修
剪，果树刮腐烂、清园工作已接近尾声，病虫害防
治工作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送技到田间 增收有盼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