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行时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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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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足“金融底肥”春耕不再等“贷”

● 专家现场做指导

他力量乡村振兴

专家送来“及时雨”
技术指导助增收

农机检修服务忙
助力春管不误时

春分时节，万物复苏。伴随着气温
的回升，黄陵县店头镇各个村中，村干
部带领着乡亲们抢抓农时，群众春耕备
耕、发展产业的劲头十足，到处一派生
机勃勃的场景。

在店头镇新村平菇种植基地内，一
座座平菇大棚排排矗立，整齐排列。走
进大棚，村民们正在将粉碎好的营养包
基料装袋、打包、堆放、冷却，整个过程
大家分工协作、有条不紊，一捆捆菌棒
在大家井然有序的操作下变成了一袋
袋“致富棒”。

种植基地过去曾是杂草丛生的闲
置大棚，为充分利用闲置资源，新村积
极招商引资，引入陕西锦泽锐丰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到村，助力新村产业发展。

“平菇种植产业生产周期短，管理
技术简单易学、见效快，是一条成本低、
效益高的产业发展好路子。”新村党支
部书记雷启亮告诉记者，“我们利用这

20座大棚来种植平菇，制作 50万个菌
棒，需要雇用本村村民务工，这让他们
也可以多一份日常收益，预计可带动人
均增收千余元。”

建庄村苍术阳光育苗棚也是一派
繁忙景象。随着技术人员胳膊规律地
一抬一落间，颗粒饱满的苍术种子均匀
种进土中，也按下了新一年产业发展的

“快进键”。
“我们村继续推进全村3000余亩苍

术规范化种植，阳光育苗大棚预计育苗
60万株。香水、熏香等苍术文创产品研
发设计初步完成，占地12亩的苍术趁鲜
切片加工厂已完成土地回填和前期规
划，计划在8月份前建成。建成后，村上
将增加苍术经济效益40%，增加收入80
万元，全村苍术年产值将达到 1600万
元。”说到村上的产业发展前景，建庄村
党支部书记张海灵胸有成竹。

晌午时分，潮塔村党支部书记麻园

林和村民们还在忙活着，他们正一起忙
着耕地、种植苍术。

“群众尝到了多元产业发展的甜
头，今年发展产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更强了。”潮塔村党支部书记麻园林介
绍说。

今年，潮塔村党支部继续瞄准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全体村民致富受益
两个目标、依托子午岭腹地群山环绕、
绿水相依、日照充足、气候宜人的独特
产业发展优势，扩大苍术种植面积，仓
术共计种植 160亩。同时，有序推进
500亩稻渔综合种养、潮塔水厂和饮品
厂标准化生产，嵌入文旅观赏、休闲垂
钓等元素，发展特色民宿、农家乐等，着
力探索工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子，带动群
众在家门口就业，实现增收致富，村集
体经济有望突破660万元。

傍晚，记者走进结子沟村肉兔养殖
场，一只只兔子憨态可掬，或聚成一团，

或蹦蹦跳跳。“我们饲养的肉兔品种主
要是伊拉兔和伊普吕兔，它们饲养周期
短、出栏快，肉质鲜嫩，深受消费者喜
爱。”饲养员边添加饲料边介绍说。

“去年以来，在镇党委、政府的帮助
下，结子沟村已经成功建成两个肉兔养
殖场，总占地面积 15亩，养殖种兔 2000
余只、商品兔 1.8万余只，营收约 90万
元。今年，我们村计划新建养殖场一
个，进一步提升肉兔养殖的规模和效
益。此外，计划利用30亩林地资源发展
具有市场潜力的中药材连翘种植。”结
子沟村书记李明生信心满满地说道。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关
键。店头镇将持续聚焦乡村振兴目标
要求，深入挖掘资源禀赋，用活用好政
策优惠，深度发挥党组织“领头雁”作
用，引人才、强技术、增项目、争资金，
着力拓宽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的新
路子。

本报讯（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田
伟 王文斌）“您好，您的贷款审批已经
通过了，明天就可以签合同放款，50万
元直接到你卡上。”3月14日一大早，中
国农业银行洛川县支行客户部的业务
员来到农资经销商胡智亮的经销部，告
诉他贷款审批下来的好消息。

胡智亮是洛川西部农资城的一名
农资经销商，在农资经销行业已经摸爬
滚打了十余年。他告诉记者，由于受去
年冬季降雪影响，农资积压库存大，资
金回笼缓慢，开春以来进货资金不足的
难题让他着急上火，中国农业银行推出
的“商户贷”及时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

“农行这个贷款的利息比较低，放
款速度也比较快，最主要的是，还款周
期比较长。3年的合同，一年到年底只
清一次利息，能及时解决我们进货资金
的压力。”胡智亮说。

春耕备耕农时短、需求急。为了在
果园投资前期把贷款发放到位，中国农
业银行洛川县支行结合洛川产业发展
的特点，推出了“惠农 e贷”“锦绣前程
贷”“果库贷”“商户贷”等一系列贷款产
品，帮助果农解决燃眉之急。

“我们采取按年结息、3年到期还本
的贷款方式，年贷款利率也做了下浮调
整，最大程度地缓解农户融资难、融资
贵的问题。”中国农业银行洛川县支行
客户部经理曾静说。

同样，为支持春耕产生，陕西洛川
农村商业银行推出“乡村V贷”专属数
字普惠贷款产品，为购买和赊销农资的
果农提供贷款。

永乡镇永乡街村 57岁的李玉浪通
过银行工作人员现场线上操作审批，贷
款很快就下来了。“这笔贷款解决了我
春季果园生产，化肥、农药的燃眉之急，
再加上我后期想给果园搭建防雹网搭，
也解决了搭建防爆网的资金。”村民李
玉浪高兴地说。

截至目前，洛川县各金融机构春耕
生产共计投放2.03亿元，其中中国农业
银行投放 1.2亿元，陕西洛川农村商业
银行投放8000万元，中国建设银行投放
300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协调职
能，持续引导县域涉农金融机构，急群
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解群众之所
需，在前期安排部署的基础上，进一步

充实力量、加快审批、优化服务，充分
满足群众的用款需求，切实为春耕备

耕搞好金融服务。”洛川县金融办主任
王军表示。

随着天气的逐渐回暖，吴起县山间
田野里的身影越发忙碌起来。

3月 15日，记者走进白豹镇白豹村
的李杏科技产业园温室大棚内，绿意盎
然，果缀枝头，陕西今丰园农林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杜少恳正和几位村民忙
着打理杏树。

杜少恳来自西安市鄠邑区。大学
毕业后，他决定子承父业，跟随父亲学
习种植杏树，成了一名新农人。

2022年，通过相关部门引荐，白豹
镇主动对接陕西今丰园农林科技有限
公司，并签订合作协议，将原白豹村边
新庄组撂荒蔬菜的 24座温室大棚进行
改造转型。根据协议，双方将通过土壤
改良、新品种选育、病虫害防治等措施，
提升大棚品质，进行李、杏、桃等果树日
光温室种植技术的研究与推广，从而生
产中高端水果，着力打造李杏科技产业
示范园。

“镇上和村上的支持力度都非常
大，投入 20多万元，提供了钢丝、膜、保
温被等，我们很快就完成了大棚维修、
苗木栽植、棚膜及保温被铺设、园区水
电道路等设施维护。”杜少恳说。

良好的发展环境让杜少恳坚定了
发展杏子产业的信心，懂技术、会管理、
品种好更是他发展李杏产业的底气所
在。

“目前，我们主要栽植了公司选育
并通过国家植物新品种授权的丰园红
杏、丰园5号杏、串太2号杏等7个品种，
这些品种最大的优点就是果型大、颜色

鲜艳，并且杏核也是甜核，可以食用。”
杜少恳说，“我们每座大棚里都至少栽
植3个品种，这样既方便授粉，也能错开
成熟时间，把成熟期拉得更长。

经过两年的发展，白豹镇李杏科技
产业示范园初具规模，升级为白豹村农
业科技产业示范园。目前，产业园占地
50亩，有温室大棚24座，折合标准棚42
座，共栽植 7个品种的杏树 4600余株，
长势良好。

“我们的杏预计在‘五一’前夕就能

上市，今年产量预计可达2万斤，收入在
150万元左右。”杜少恳高兴地说。

产业示范园的建成在有效助推当
地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给当地
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带来了收入。

“去年，我们家土地流转，收入了
2900元。另外，我们夫妻二人还在园
区务工收入了 2.6万元，园区就在家附
近，家里的活儿也没耽误，也不影响照
看家里。村里建起这个园区，为我们
带来了不少实惠。”白豹村脱贫户边占

来说。
“示范园采取‘村集体+公司+农户’

的模式，每年给村集体增收 5000元，农
户的收入主要是土地流转和劳务两部
分。2022年，大棚周边 12户农户土地
流转收入了 3.15万元，劳务收入 22万
元。下一步，我们村将抓住机遇，把杏
产业作为我们村的一个主导产业来抓，
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到这项产业里，让
老百姓持续增收。”白豹村党支部书记
袁耀结说。

“今后，我们公司将积极发挥资源
优势、人才优势、市场优势，立足白豹
镇，通过品牌整合、网络搭建、冷链储运
等，为吴起县农副产品走出陕北，走进
西安、北京、上海等市场献计献策，以实
际行动助力吴起县的乡村振兴工作。”
杜少恳说。

据了解，近年来，白豹镇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主动出击招商引资，引进了
一些资金力量雄厚、技术力量强大的
农业科技企业。通过创新合作模式，
不断推动设施农业转型升级，不仅给
当地群众拓宽了务工渠道，也给村集
体带来了收入，实现了集体、群众“双
增收”。

“白豹镇将围绕‘3+3+X’农业产业
体系建设，持续提升园区产能，把现代
农业产业园区打造成集采摘、苗木繁
育、人才培训于一体的综合示范园区，
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发展
注入新的发展动能。”白豹镇党委副书
记马长生说。

本报讯（记者 王静 通讯员 李旭）近日，在宝塔
区姚店镇柏林湾村寨子梁韩秀改的果园里，宝塔区果业
局副局长雒峰和华圣公司技术人员郭孟军正在向果农讲
解春季果树管理技术要点，果农们听得认真。“这场培训
是一场‘及时雨’，又让我学到一些果树管理的知识，培训
完我就赶紧操作，让技术员看看对不对。”韩秀改说。

眼下正值春季果树管理的黄金时期，为了抢抓春
季果园管理的有利时机，提升果农果树管理水平，进一
步推动果品提质增效、果农增收增产，近日，姚店镇组
织开展苹果幼园春季管理培训活动。

培训现场，果业技术专家采取理论知识和现场操
作相结合的方式，面对面、手把手地为果农详细讲解了
春季果树整形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知识和
技能，并针对果农在生产实践上遇到的各种问题一一
进行指导和解答。

“大家要将苹果产业发展作为产业振兴的重要抓
手，紧盯时间节点，严格按照技术规范要求，认真抓好
修剪拉枝、病虫害防治、防冻、水肥管理等春季果园管
理各项措施，确保果园管理各项措施落实到位，让自己
种的苹果增产又增收。”镇长白永强向果农介绍了市区
奖补政策，分析了全镇果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及机遇，还
激励果农们要坚定发展果业的信心。

柏林湾村果农张庆华去年在镇政府帮助下改造了
14亩果园，种植矮化自根砧福布拉斯、维纳斯黄金。
他说：“此次培训，不仅使我增长了知识，也为今后果园
管理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技术，我对我们村发展苹果产
业非常有信心，相信一定会有个好收成。”

本报讯（通讯员 张亚宁 记者 李欢）一年之计
在于春，一年好景看春耕。连日来，子长市农机技术
推广中心技术人员走村入户，为广大农机户开展农机
检修服务，为春耕备耕保驾护航。

“我这次把机油、水温等已全部检查完毕，包括每
一颗螺丝我们都重新检查了一遍，你随时可以开出去
耕地了。”在子长市安定镇唐家川村何志勇家中，伴随
着一股股青蓝的烟，拖拉机声响起，院内停放了4个多
月的“大家伙”出现了一些小毛病，子长市农机技术推
广中心技术人员对这台设备进行检修调试后启动运
行，确保农机不误事，春耕不误时。

连日来，子长市农机技术推广中心组织人员深入
全市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大户、田间地头，全面做好
春耕宣传、技术指导工作。该中心还组成志愿服务
队，积极组织农机手进行农机深松、保护性耕作、耕整
地以及播种机械化技术相关知识的培训，并调查子长
境内目前春耕主要机械以及相关适用技术，重点开展
农机检修工作，避免耽误农时。

子长市农机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杨伟介绍说，在
检修、检查农机以及开展安全宣传的同时，该中心不
忘加强农机购置补贴办理力度，简化办理流程，确保
春耕期间农户购机补贴办理能够做到及时方便，让农
户能节约时间，全力投入春耕备耕工作。

截至目前，子长市农机技术推广中心已完成拖拉
机检修工作，调度 32台大中型耕整地设备，完检 5家
农机服务中心，检查6家农机销售网点，散发各类宣传
单3000余张，解答群众咨询43人（次）。

黄陵县店头镇积极发挥“领头雁”作用——

支书带好头 群众有奔头
记者 姜顺 通讯员 林萌 张鹤婷 兰皓天

看小康走进乡村

白豹村里“杏”福来
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徐志全 樊俊虎

● 工作人员向群众宣传贷款政策

本报讯（记者 方大燕 通讯员 韩慧）眼下，正
值春季果园管理的关键时期，志丹县组织果业技术人
员走进田间地头开展果园技术培训，通过“面对面”指
导、“手把手”教学，将果园管理实用技术送给果农，以
新理念、新技术推动果品丰产和农民增收。

在顺宁镇果园管理现场，果业技术人员正在采取
理论讲授和现场演示相结合的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为果农详细讲解了以清园、精细化修剪、施肥与病
虫害防治等为主的春季果园管理技术。同时，针对果
农在生产实践上遇到的各种问题，技术人员梳理了管
护要点，让果农看得清、听得明白，掌握春季果园管理
技术要领，进一步提高了果农的技术素质，助推全县
果农在苹果长效产业发展中取得实质性成效。

参加培训的保安镇冯坡村果农郭登宝说：“参加
了今天培训后，我发展产业的信心更足了。回去以
后，我就按照技术员的讲解对果园进行管理，争取今
年有个好丰收。“

据了解，通过培训，为果农带来春季果园管护的
“及时雨”，进一步提升和优化了果农整形修剪精细化
管理水平，对今年林果产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致富、
助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不负春光抓农时
实用技术送果农

● 杜少垦正在打理杏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