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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小燕 孙
新龙）眼下正是果园管理的最佳
时期，为不误农时，保障果园生产，
近期，黄龙县果业中心组织技术专
家走进田间地头，为果农们讲解春
季果树栽植管护知识，提升果农种
植水平，为广大果农送去了一场春
管技术“及时雨”。

在果园里，技术专家通过集中
讲解和现场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向
果农传授春季果树拉枝修剪、病虫
害防治、低温冻害防御等方面的技
术标准和操作规程，并详细解答了
果农在日常果树管理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通过“面对面”指导、

“手把手”教学，真正将果树管理实
用技术送到田间地头，送到农户心
头。

“认真做好春季果园浇水施
肥、病虫害防治、果树修剪等工作，
对促进果园升级提档、果业提质增
效和持续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县
果业中心高级农艺师孙新龙一边
讲解，一边示范操作。

参加培训的界头庙镇神地村
村民王勇利说：“这次培训很及时，
老师讲得很全面，通俗易懂，为我
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回去后，我
会按照专家讲的方法对照我的果
园加强管理，争取今年苹果品质更
好、产量更高，价格再好一点，有一
个好收成。”

下一步，县果业中心将充分发
挥专家团队领航作用，引育并举、
奖宣并用，持续开展“果业大讲堂”

“大比武”“大观摩”“特色小专班”
等活动，培养更多果树管理的“土
专家”“田秀才”，帮助果农不断更
新理念，提升技能，为全面推进果
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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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小燕 王瑞） 大地回
春，农事渐起。黄龙县瓦子街镇勤劳的瓜农们
结束了清闲的日子，他们走进田间地头抢抓农
时，整地、施肥、打行、育苗、定植……为新一年
的增收辛勤劳作。

走进瓦子街镇范家湾村的甜瓜基地，一座
座白色的塑料大棚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瓜棚内
一株株绿油油的嫩芽整齐排列，种植户张玉强
和村民们正在棚内忙得热火朝天。栽苗、覆膜、
施肥、浇水……大家分工明确，动作娴熟，有条
不紊地为 4000株甜瓜苗“安家落户”，一株株新
栽种的瓜苗，焕发着勃勃生机。

“我们在腊月初就育苗了，这两天趁天气
好，抓紧时间定植，争取甜瓜早上市，卖个好价
钱。”看着刚定植的甜瓜苗，张玉强满怀信心地
说道。

几年前，张玉强和大多数农村人一样靠外
出务工维持家庭开支，2017年他决定回乡发展，
从山东引进甜瓜新品种，采用双膜覆盖等新技
术试种成功后，开始带动村民进行规模种植。
据张玉强介绍，今年播种的甜瓜品种有星甜 24
号、博洋 9号、兴甜、早春红玉，成熟后皮薄味
甜、瓜肉饱满，在市场上特别受欢迎，预计今年5
月中旬可以上市。

人勤春来早，春早人更勤。瓦子街镇的
村民们用勤劳的双手种下丰收的希望，努力
绘就着产业振兴的大美画卷，期待着收获累
累硕果。

人勤春来早
瓜农栽苗忙

绷紧护林防火““弦弦””
防范未““燃燃””守平安

——黄龙县春季森林防火工作小记
通讯员 刘小燕 记者 常青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每天早上七点
半，50多岁的谢永山就踏上了巡山护林路，作
为圪台乡的一名森林防火巡查员，每天步行一
二十公里对他来说就是常态。

“山上大多是油松、柏树，尤其是油松，着了
之后，一下扑不灭。现在天气暖和了，大家进山
活动开始频繁，我们更要加大巡逻检查的频次，
全力做好春季森林防灭火工作。”谢永山说道。

清明祭祀、春耕生产、郊游踏青等活动增多，
森林防火形势日趋严峻，圪台乡抢前抓早、多措
并举，将全乡划分为28个区域，设立6个森林防
火宣传点位，动员全乡干部实行包保责任制，对
山头、地块、坟头进行不间断巡查，确保“火种不上
山、火源不入林”，筑牢森林防火安全防线。

“黄龙作为全省五大防护林区之一，森林草
原防火工作历来都是压倒一切工作的重中之
重，多年来全县未发生重大火灾，但就目前情况

来看，春季森林草原火险等级依然较高，我们面
临的困难和防火压力依然较大。”在县春季森林
草原防灭火工作推进会上，副县长刘世红语重
心长地说道。

为切实做好清明前后安全祭扫、森林防灭
火工作，增强广大群众的森林防火意识，黄龙县
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
一”的工作方针和“打早、打小、打了”的原则，动
员各乡镇、各林业单位、各相关部门全体干部，
多举措、高密度、全方位开展森林防火巡查和宣
传工作，积极落实各项森林防火措施，坚决预防
和遏制森林火灾的发生，齐心协力打赢春季森
林草原防灭火“集中攻坚60天”保卫战。

如今，走进黄龙县，随处可见戴着红袖章的森
林防火巡查员、流动的防火宣传车、悬挂着的宣传
条幅……“全县动员，全民动手，预防为主，群防群
治”的浓厚护林防火氛围，已在全县蔓延开来。

“这个是风力灭火机，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
风力，还可以再加强……”近日，界头庙镇组织
全镇防火巡查员和扑火队开展了一场森林防灭
火业务培训。

“这个培训很及时，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森林防火怎么防、怎么巡，有火怎么灭，对我们
巡山防火护林很有作用。”界头庙村森林防火巡
查员吴建斌说。

为进一步提高队伍业务骨干、扑火队员的业
务技能和综合防扑救能力，黄龙县每年开展不少
于8次防灭火综合演练，并采取“请进来，走出去”
的方式，适时组织集训、轮训，确保发生火灾时，能
够拉得出、扑得灭、不伤亡。目前，全县共有专业、
半专业扑火队伍22支，其中专业扑火队伍2支50
余人，半专业扑火队伍20支400余人。

“这相当于为我们的森林防灭火工作人员
装上了一双‘千里眼’。”走进县森林防火视频监
控指挥中心，屏幕上显示着全县林区的实时动
态，数公里外的森林山地看得一清二楚。

黄龙县林业用地面积 367万亩，活立木蓄
积量为 1110万立方米，林草覆盖率为 92%，森
林覆盖率87%，属陕西省五大林区，森林防火任
务繁重。

据视频监控管理人员李卓介绍，视频监控
点的监控范围为3至5公里，技术上可实现全天
候自动巡航监测、自动识别火情、自动准确定位
火点位置功能，有效缩短了森林火灾的发现处
置时间，也让林业守护从“用脚丈量”走向“云端
管理”。目前，全县已建成森林防火重点路口监
控6处，视频监控云台18处。

在县森林防火物资储备库内，记者看到灭
火机、灭火炮、灭火弹、灭火水枪、防护服等防火
物资一应俱全、储备充足。

为强化县森林防火物资储备管理水平，县
上通过建立乡镇级物资储备库、村级物资储备
示范点，初步形成县有储备、镇场有库、村有点
的“三级物资储备体系”，切实提升了全县预防
和处置森林火灾的物资保障能力。

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和生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近年来，黄
龙县始终将抓好森林防火工作作为全县的头等
大事，全面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持续加强
源头管控、隐患排查和监测预警，扎实做好森林
草原防火工作，确保全县森林草原资源安全。
多年以来，全县森林防火形势总体平稳、森林防
火成效显著。

● 森林防火巡查员为进山游客发放防火宣传单

● 界头庙镇组织全镇防火巡查员和扑火队开
展森林防火业务培训

● 森林防火巡查员引导返乡祭祖人员登记

技防物防齐发力

文明祭祀树新风

草长莺飞，杨柳青青，惠风和畅，花香扑鼻……春日的黄龙，处处焕发着勃勃生机。伴随着春天的脚步，
天气逐渐转暖，黄龙县也正式进入了森林草原防灭火关键期。

全民防火氛围浓

● 黄龙县果业中心组织技术专家走进田间地头

● 种植户张玉强和村民们正在棚内栽种瓜苗

● 森林防火巡查员为群众免费发放祭祀鲜花

“咱到了里面要注意用火，不敢放鞭炮、不
敢点火……”在白马滩镇，森林防火巡查员杨治
民一边引导进山祭祀人员进行实名登记，一边
提醒大家留下打火机等可燃祭祀用品，并为有
需求的群众免费发放祭祀鲜花。

“我们在上坟的必经之路设立卡点，确保上
坟人员 100%登记，并陪同上坟人员到坟头，确
保其文明祭祀。”杨治民说。

走在白马滩镇街道上，引导文明祭祀的条
幅随处可见，商贩们的摊位上摆得最多的也是
鲜花和塑料花。“过去都是烧纸钱、放鞭炮，现在
提倡文明祭扫，大家观念慢慢改变了，买鲜花祭
扫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摊主李女士告诉记者。

为推进移风易俗文明祭扫，保障森林防火
工作安全有序，白马滩镇共设置森林防灭火宣
传检查站 6个，动员全镇干部采取分片包干的
方式，将森林防灭火责任分解落实到每一个村、
每一个组、每一个山头、每一个地头、每一片坟
头、每一个人头，同时按照坟头管控的“预约+

跟踪服务+登记销号”服务流程，利用“五级联
动”党小组群及时反馈返乡人员信息，“点对点”
确保返乡人员文明祭祀，并同步开展“鲜花换纸
钱”活动，倡导群众转变传统祭扫观念、改变祭
祀方式，文明祭扫、绿色祭扫，切实保障从源头
上杜绝人为森林火灾的发生。

“我们已经连续多年在清明节到来之前开
展‘鲜花换纸钱’活动，免费为前来祭祀的群众
兑换鲜花，发放文明祭祀倡议书，积极倡导群众
采用文明健康绿色的方式祭奠，有效防范森林
火灾的发生，目前已向祭祀群众免费发放鲜花
2000余枝。”白马滩国有生态林场场长李宏志说
道。

上下一盘棋，共筑防火墙。为了守住绿色
家底，让绿意更浓，黄龙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努
力实现“山有人管、林有人护、责有人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