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小康走进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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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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时乡村振兴小康梦圆

本报讯（通讯员 李煜 记者 方大
燕）“农机具作为现代农业生产的主力

军，往往要求我们操作员知识储备广，技
术精湛。但我们在作业过程中，还是存

在农机知识薄弱、忽视农机安全学习等
问题。自从农机中心的工作人员通过上
门宣讲和现场指导以来，填补了我们农
机知识的空白，让我们可以安全上岗，这
个服务真是太贴心了。”富县钳二便民服
务中心姚家塬村村民王建国高兴地说。

入春以来，富县农机中心积极深入
各乡镇、村组，为保障农机具在春耕生
产中安全高效利用，开展农机安全生产
检查和机具检修工作，农机中心组织工
作人员进入农户家中对注册登记的拖
拉机和收割机，逐一进行检验，切实方
便农机手办理年检手续，用实际行动践
行“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理念。年检过
程中，工作人员对农机具机况、安全防
护措施等进行细致检查，现场发放和张
贴“亮尾工程”反光贴、警示贴。对于检
验合格的机具发放检验合格标志，不达
标或存在安全隐患的机具，要求农机手
当场进行整改，消除事故隐患，确保全
县农业生产有序进行。

据了解，为打好春耕备耕“主动
仗”，确保农业生产推进，工作人员深入

农机合作社、经销企业、维修网点、冷库
设施场所，对经营场所消防设施、安全
标识、库棚等情况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工作人员共帮助和指导农机手保养、调
试和检修各类农机具2530台（套），并就
相关技术问题进行现场指导教学，确保
各类农业机械“健康”上岗。同时指导
农机经销企业、维修网点做好农机具、
农机零件供应服务，农机手做好农机具
的维护保养等，保障农机具及配件供应
充足。截至目前，工作人员共排查冷库
34个、农机合作社10个、农机维修网点
16个，发现安全隐患 3处，已全部督促
整改到位。

“农机安全生产责任重大，为全面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我中心多措并举，
不断优化农机服务水平，强化农机安全
生产监管工作。在春耕、秋收时节，组
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乡镇村组开展农
机具检修和技术指导工作，与各乡镇及
合作社做好对接，切实确保春耕的顺利
开展。”富县农机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
李国庆说。

本报讯（通讯员 杨晓霞 刘旭 记者 王静） 4月
17日，宝塔区川口镇榆树台村的党员干部们和果农正
挥镢扬锨，划线挖坑，忙着栽植苹果树，处处可见热火
朝天的劳动场景。

村民苗小荣说：“我们家今年新推了18亩地，今天
党员干部一起帮我们栽苹果树，帮我节省了劳动力。
我栽种的是‘众诚 3号’，3年可以挂果，4年就可以丰
产，这片园子将来就是我们家的‘幸福园’。”

“我们开展帮助村民栽种苹果树主题党日活动，把
农民的需求送到他们手中。刚才听了技术员的指导，
我们都干劲儿十足，一定帮果农把苹果树栽种好。作
为党员干部，我们要起带头作用，给村民办实事。”川口
镇小李渠村第一书记卢鹏说。

今年入春以来，川口镇因地制宜，结合该镇发展苹果
产业资源优势，早安排、早谋划，坚持区域化布局，标准化
栽培苹果树，专门邀请区果业局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指导，
把握好坑的深度以及行间距的大小，带领村民栽下一棵
棵苹果树，开启他们增收的“致富门”。

本报讯（通讯员 张龙 记者 叶四青）春回大地
暖，春耕备耕忙。时下，在子长市安定镇的广袤大地
上，随处可见忙碌的春耕场景。

走进唐家川村，村民白红牛正忙着种植玉米。“原
来我们这个地是石子地，既放不成水，产量也不高，通
过今年高标准农田建设，给我们村增加了13亩地。”看
着眼前覆膜播种机穿梭在田间，白红牛高兴地说，政府
免费给了化肥、种子、地膜，还给翻地、播种，大大减轻
了农民负担，大家对今年的产量信心很足。

今年是唐家川村111亩高标准农田建成后的第一
年，实现了路相通、渠相连、田成方，更实现了机械化耕
种，大大提升了农民的种粮底气。

唐家川村党支部书记冯小岩介绍说：“现在我们村
民种粮积极性很高，我相信通过政策支持和农民的积
极配合，我们村秋后的粮食一定会大获丰收。”

唐家川村只是安定镇稳步推进春耕备耕的一个缩
影。据悉，今年，安定镇充分利用不宜种植的抛荒耕
地、集中连片的旱地，创建一批百亩示范片，打造一批
高产攻关田，大力发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增加一
季大豆生产面积，推动玉米大豆兼容发展、协调发展，
实现稳产增产、提质增效。

“今年，安定镇把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促进现
代农业转型升级、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已累计建
成高标准农田 1055.25亩，整理土地 746.25亩，计划完
成粮食播种面积1.92万亩，并持续有效、有序引导农民
做好春耕备耕工作。”安定镇人民政府四级主任科员张
娜娜边指导土地深翻边介绍说，“目前，我镇已完成土
地深翻 1.70万亩，700亩的大豆套种玉米和 4000亩的
增密度玉米种植已全面启动，全镇抢抓农时、大干快干
的氛围正在加速形成。”

本报讯（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王文斌）“在药剂
的使用上，我建议嘎啦果树用一遍疏花剂和一遍疏果
剂就可以了……”近日，在洛川县苹果科技示范基地的
果园内，洛川县苹果产业研发中心主任李前进正在向
果农讲解化学疏花疏果药剂的使用方式，并就当前相
关防灾减灾措施进行培训。

培训中，县苹果产业研发中心专业技术人员采取
现场指导和室内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就苹果花期预防
霜冻措施及化学疏花疏果等相关技术要领进行细致讲
解。来自全县各镇街、便民服务中心的果农代表聚集
在一起，认真学习吃透相关技术要点。

“我要把这次培训学到的这些技术带回去，在管理
好自己果园的同时，把技术分享给其他果农，让我们今
年的果园都有个好收成。”土基镇果农苏军民高兴地说。

培训结束后，县苹果产业研发中心还现场向参加
培训的果农现场发放了疏花疏果的药剂，并指导果园
严格按照技术要求使用。后期，中心还将根据果农的
使用情况进行数据的收集和积累，总结出更加适合洛
川乃至渭北黄土高原的果园管理技术。

“我们努力通过这些技术的示范和推广，为洛川苹
果降本增效提供服务，让果农在降低劳动力的情况下
能够增加收入。”李前进说。

人勤春来早 农机备耕忙

栽种苹果树 收获“幸福园”

农田“高标准”种粮底气足

● 覆膜播种机正在忙碌工作

技培送田间 丰产有保障

● 工作人员开展农机检修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连日来，天
气晴好，洛川县旧县镇黄章村的农民在
田间地头抢抓农时进行犁田耕地、种植
果树、浇水施肥、护理花果，加快春季农
业生产，一派忙碌景象。

记者 赵合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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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植户刘富平（左）挥镢扬锨栽植苹果树

老园焕新姿 提质又增效增效
——延长县全力推进苹果新品种矮化密植园新建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李浩楠 师宝林

春风吐绿，草木初萌。一大早，走
进延长县七里村街道佛古塬村的田间
地头，苹果种植户们挥镢扬锨，划线刨

坑，栽植苹果树的场面随处可见，一幅
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

“我的这片苹果树有20多年的时间

了，树木都老化了，病虫害也比较严
重。去年县上组织我们去铜川、洛川等
地考察了新品种矮化密植园，确实是
好。”刘富平是佛古塬村的苹果种植户，
家有 18亩果园，由于果树老化、病虫害
影响导致管理上费时费力，苹果的品
质、产量和收益也在逐年下降，特别是
看了外地的果园，这让刘富平下定决心
改造老果园。

“今年，我先改良了 6亩老果园，种
上了秦脆和瑞雪这两个新品种，我相信
改造后的新品种矮化密植园的效益一
定差不了，一定会成为我家的‘摇钱
树’。”刘富平高兴地说。

据了解，延长县今年春季共计划新
建新品种矮化密植园 470亩，其中佛古
塬村新建 173亩。“矮化密植园建设中，
我们引进了青砧矮化果树大苗，栽植品
种为秦脆和瑞雪，搭配的授粉果树是维
纳斯黄金，青砧苗木的主要优势在于主
侧根发达、固地性好、抗逆性强、易抽生
分枝、成型快、结果早、产量比较高。”县
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技
术员罗庆介绍说，“预计明年就可以初

挂果，给种植户带来一定的经济
效益，第四年达到丰产期，丰产
期预计亩产量可以达到1万斤左
右，产值约5万元左右。”

“现在村上把地已经全部平
整了，苗子也已经准备到位，这
几天就能全部栽植完。”该村党
支部书记拓旭说，“下一步，我们将督促
和引导果农们管理好果树，让村民种植
苹果的效益逐步提升。”

发展苹果产业，延长县牢牢把握高
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
新质生产力，按照“稳规模、提品质、降
成本、增效益”总体思路，统筹聚合资源
要素，创新工作方法路径，推进品种更
新，促进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持续增
收。

罗庆说：“在新品种矮化密植园建
设中，我们中心安排技术员驻扎一线，
切实帮助果农解决新品种栽植过程中
存在的技术层面的问题。同时我们也
将强化后续的技术服务和指导，提升果
农种植管理水平，为果业发展、果农增
收保驾护航。”

● 栽种新树苗

印象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