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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苹果总产量90万吨，苹果
产业总收入7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连续六年达到万元以上，2018年，洛川
苹果品牌估价72.88亿元。

■ 2018年以来，洛川全县引进建
成4.0智能化分拣线9条，累计建成选
果线 42 条，苹果分级分批采收达到
90%，分级分选能力居全市首位，建成
冷气库3.77万吨，冷（气）库总贮藏能
力达到50万吨。

■ 目前，全县有15家企业（合作
社）为贫困户提供免费仓储分拣和购销
服务，贫困户苹果选果线分拣量达到
158吨，户均节本增收6000元。

打响品牌战略 助推精准脱贫

安塞区2018年
商标注册成功近200件

本报讯（通讯员 耿海艳）近日，笔者在工商安塞分
局了解到，2018年该区共申请注册商标354件，超额完成市
上下达任务 55%。截至 2018年 12月底，该区去年注册成
功188件，商标有效注册量为337件。

近年来，工商安塞分局一直把商标品牌战略作为重点
工作来抓。按照省市相关实施意见，围绕“扩量、提质、增
效”的目标任务，工商安塞分局及时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制
订出台了《实施商标战略工作方案》。今年年初，结合市、
区“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思路，分解落实下达任务，并纳入
乡镇考核之列。按照我区实际，工商安塞分局组织专门力
量，对辖区内各行业各系统商标资源情况进行全面摸底调
查，在摸清底子、吃透情况、找准问题的基础上，又对商标
资源进行了深入分析论证，科学制定商标注册培育梯次推
进规划，做到“调研一个、培育一个、成熟一个、申报一个、
成功一个”。特别是在精准扶贫工作方面，结合乡镇贫困
村实际，在商标注册、品牌战略培育上实施“一对一”精准
指导，策划“商标注册建议书”，确保提高注册成功率，加大
帮扶力度。据了解，一年来共走访深入乡镇、企业、个体户
50余次，举办培训宣传10余次。

目前，安塞区已申请受理、注册的商标有“腰鼓塔”“魏
塔古村落”“西营古寨”“砖窑湾大峡谷”“高桥优农尚品”

“香谷村”“塞北国泰”“安塞地椒羊肉”“安塞山地苹果”等，
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洛川美域高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红润香甜的苹果沿着 4.0 智能选
果线缓缓滚动，经过清洗、分拣、包装等
工序，然后通过各大电商平台，以每个5
元到 60元不等的售价，卖向全国、甚至
世界各地。

为什么一颗小小的洛川苹果价格
卖到这么高？这主要得益于苹果产业
后整理。

苹果产业后整理，即在分拣、加工、
包装、储运、营销等各个环节上下功夫，
不断延伸苹果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
提高苹果产业的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近年来，洛川县委、县政府围绕打
造现代果业强县，认真贯彻落实市委、
市政府关于苹果产业后整理的部署要
求，全力推进苹果产业后整理工作。全
县苹果总产量90万吨，苹果产业总收入
7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六年达到
万元以上，2018年，洛川苹果品牌估价
72.88亿元。

后整理让红苹果身价倍增

“过去洛川的苹果主要是增加产
量，苹果一下树就卖掉，卖不上好价
钱。现在的市场和消费者要求越来越
高，只有品质好、品牌响的苹果才能卖
上好价钱，才有好销路；通过分级分选，
今年苹果售价每斤提高 0.5元左右。”洛
川县苹果局局长张军旗说。

2018 年以来，洛川全县引进建成
4.0智能化分拣线9条，累计建成选果线
42条，苹果分级分批采收达到 90%，分
级分选能力居全市首位，建成冷气库
3.77万吨，冷（气）库总贮藏能力达到 50
万吨。

多地推介提升洛川苹果知名度

为了推进苹果产业后整理工作，洛
川县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组长，相关部

门、各乡镇主要领导为成员的苹果后整
理工作领导小组，明确目标、细化任务，
夯实责任、全力推进。建立“周通报、月
考核、年奖惩”的考核管理办法，严明考
核，每周定期督查工作进展情况，指出
问题，限期整改。

在2018年苹果销售季，洛川县主要
领导先后远赴迪拜、北京、上海、深圳、
合肥、重庆等地举办宣传推介活动20场
次，拓展营销渠道，扩大洛川苹果市场
占有率，提升洛川苹果知名度。

如今，建成洛川苹果专卖店 22家，
批发门店 9个，在各大中城市建成洛川
苹果专卖店 114个，基本实现全国一二
线城市专卖店全覆盖。

为产业后整理搭建平台

“我们计划通过1-2年时间，把示范
园区打造成为创新企业孵化和培育基
地，打造全市苹果产业后整理样板，延
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洛川苹果工业
园区主任刘宏强说。

洛川县采取招商渠道，引进果用生
产资料加工、果品深加工、生物质综合
利用等批重点建设项目，打造布局合
理、功能齐全、绿色循环的苹果后整理
示范园区，先后引进了山东琦泉生物质
热电公司、陕果集团和金亿莱反光膜等
深加工企业。

为了解决企业（合作社）实力弱、资
金不足的问题，洛川县整合项目资金

1000万元，对其进行奖补，同时协调金
融部门召开后整理选果线建设融资企
业联席座谈会，制定优惠政策，对选果
线承建企业（合作社）优先配套资金补
贴，解决选果线建设企业融资贷款难问
题，充分调动了企业参与产业后整理的
积极性。

以后整理带动脱贫

“我们和果农签订合同，以‘保底
价格’收购果农苹果进行存储，市场价
格低的时候，公司实施保护价收购，市
场价格高的话，果农可以自行销售，并
且为贫困户提供苹果免费仓储分拣服
务。”洛川县红富源果业董事长周宏
说。

在产业后整理工作中，洛川县不
断完善企业、合作社和贫困群众利益联
结机制，通过企业、合作社带动，把贫困
户嵌入产业链。目前，全县有15家企业
（合作社）为贫困户提供免费仓储分拣
和购销服务，贫困户苹果选果线分拣量
达到 158吨，户均节本增收 6000元。全
县 95%以上的贫困户发展了苹果产业，
涉果贫困人口收入增幅保持在 20%以
上，带动贫困户户均增收 8000多元，高
于全县平均水平，促进了产业发展。

1月 24日上午，黄龙县核桃
局走进界头庙镇范家卓子村开
展以“绿色崛起，先锋行动”为主
题的送技术、送服务、送春联活
动，吸引了众多果农参加。

在核桃园里，黄龙县核桃局
技术员刘林林就核桃树越冬管
理、整形修剪、改土施肥、核桃防
冻等关键技术，给果农作了详细
讲解和现场示范，解答了果农们
提出的问题。

通讯员 刘杨阳 摄

本报讯（记者 贺卓 通讯员 杨雪）猪血黄、土蜂蜜、羊
肚菌、野生黑木耳、黑花生……这些来自富县贫困户自己生
产制作的优质土特产，近日出现在了富县体育场的农产品年
货会上，为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增添了不少美味。

据了解，富县县委、县政府为了实现企业与贫困户结
对帮扶，集中宣传展销富县优质农产品，繁荣春节期间农
产品流通市场，促销广大贫困户产品，缓解贫困户产品“难
卖”的问题，特举办了电商结对帮扶暨农产品年货会。
本次参展的有全县 12个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的产
业大户、贫困户代表 90 多户，参展的农业企业、电商企
业、合作社达20多家，展销产品种类琳琅满目。

在活动启动仪式当天，有 12家企业与 15户农户结成
了帮扶对子，签订了农产品采购协议，解决了贫困户的销
售难题。

富县：

企业结对贫困户
土特产品卖得快

本报讯（通讯员 孙乐 记者 彭琛）“通过农行的转
账电话，不用到城里，在村里就可以取我的养老金了，还能
给我儿子汇生活费，很方便。”子长县杨家园则镇杨二村村
民杨宏玉感慨地说。

近年来，农行子长县支行搭建起“网点+金融便利店+
网上银行+惠农通服务点”，形成“存、取、汇、消费、理财、查
询、缴费”等为一体的助农服务体系。在现有物理网点的基
础上，大力布设惠农通服务点、电子机具，制作醒目的服务标
识，完善服务点各类设备的配备，并加强与农村电商的紧密
合作，构建多层次、全方位、零距离的惠农服务网络。

支行行长苗建国告诉记者：“为了让现代金融服务惠
及广大农村和农民，顺应农业农村进入移动互联时代的新
趋势，我行将互联网服务‘三农’作为全行的‘一号工程’，
着力打造‘惠农e通’平台，融合‘惠农e贷’网络融资、‘惠农
e付’支付结算、‘惠农e商’农村电商，让更多的‘三农’客户
用农行的APP、扫农行的二维码、贷农行的惠农贷款、享受
农行的现代化线上综合金融服务。以智付通电子机具为
中心，配套信用卡、网银、短信通、掌上银行、农户贷款等产
品，形成‘一篮子’产品营销方案。”

截至 2018 年末，子长农行布设惠农金融服务点 155
个，覆盖了 82%的乡镇和行政村，其中，星级服务点 50个。
2018年，子长农行金穗惠农通服务点助农取款月均实现交
易 4768笔、金额 580万元。发展静态聚合码商户 206户。
通过在农村淘宝服务站、农村超市等经济活跃的商户安装
转账电话，使子长县辖领域村村都能及时享受到农行的便
捷金融服务。

农行子长支行搭建助农服务体系

村上有了金融服务
办理业务更加方便

追赶超越2018

延
川
县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脱贫摘帽任务

本报记者 刘小艳

延川县是新一轮国家扶贫开发重点
县。目前，全县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7243 户 22142 人，累计退出贫困村 63
个，脱贫 6517户 20573人，剩余在册 726
户1569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06%。

2018年，延川县坚持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方略，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对标补短强弱，对标督办落实，坚持
每两周召开一次脱贫攻坚指挥部会议，研
究调度部署阶段工作。按照“包镇街就要
抓扶贫、管行业就要管扶贫”的原则，定向
交办任务，刚性落实常委包镇、部门包村
制度，全县262个单位包村包户，2861名
干部参与帮扶。对标脱贫退出“577”指
标，先后安排扶贫局科级干部带队排查整
改、县级领导带队督查核查、包镇街常委
带队交叉检查、“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带队
综合研判，对脱贫攻坚任务落实情况、问
题整改情况进行了四轮拉网式、全方位的
督查排查。成立县委、县政府督查局，形
成大督查格局，持续跟踪督办问题整改情
况。积极推进苏陕扶贫协作，构建起县
市、部门、镇街、村庄、社会五张结对帮扶
网。累计落实苏陕扶贫协作专项资金
1223万元，支持产业项目12个，覆盖贫困

户2600余户；落实合作项目5个，总投资
约9.7亿元。中央定点扶贫、省级“两联一
包”、“3+X”帮扶体系、爱心人士等社会各
界力量累计支持资金3.25亿元，累计支持
带动贫困群众6700余户。

治本造血才能夯实稳定脱贫基础。
延川县按照贫困家庭户均1座棚或人均
1亩园、1亩药、1头大家畜的“四个一”长
效产业标准，长短结合落实产业措施。
2018 年新建果园 1 万亩，日光温室 618
座，拱棚 1000座，旧棚改造 260座，种植
中药材4万亩。全县累计发展苹果20万
亩，精细化管理红枣 20万亩，猪牛羊存
栏 13.48万头（只）、家禽 24.9万羽，新建
和改造大棚 7648座、拱棚 4764座，种植
中药材 4万亩，栽植核桃 4万亩，全县有
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建立了稳定增收产
业。按照就业培训、劳务合同、权益保障

“三个”全覆盖思路服务群众，多元途径
保就业。开发护林员等特设公益性岗位
1379个；县域44家企业与贫困户签订兜
底就业协议1980份；县内转移就业1650
人，县外转移就业1258人。围绕“三变”
改革，综合施策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探
索形成“六式”增收路径，全县村集体经

济收入均达到 5万元以上，并形成了入
股分红、托管托养、借鸡还蛋等多种利益
联结模式。

同时，全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2018年，新建通村道路
8.9公里，维修整治“油返砂”道路 228公
里，累计新修通村沥青（水泥）路 541公
里，行政村道路通畅率 100%；改造农村
安全饮水工程81处，建成503处，全县农
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9.2%；实施电网
改造工程236.88公里、11.865兆伏安，全
县电力线路累计达到5400余公里，配变
电容量超过 650兆伏安，自然村通动力
电均达到100%的目标。建成14个移民
搬迁集中安置点，共安置易地扶贫搬迁
对象 2819户 10583人，就近就地配套发
展苹果、大棚、光伏等产业，落实就业创
业、兜底保障、技能培训等相关政策。全
面开展农村不安全住房“清零”行动，累
计实施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 2294
户。并坚持扶志扶智，激发脱贫内生动
力。突出“四好教育”，推进“文明创建、
评优树模、爱心公益、文化涵养、家风家
训、移风易俗、扫黑除恶”公民道德教育
七项行动。

■ 累计落实苏陕扶贫协作专项资
金1223万元，支持产业项目12个，覆
盖贫困户2600余户；落实合作项目5
个，总投资约9.7亿元。

■ 累计发展苹果20万亩，精细化
管理红枣20万亩，猪牛羊存栏13.48万
头（只）、家禽24.9万羽，新建和改造大
棚7648座、拱棚4764座，种植中药材
4万亩，栽植核桃4万亩，全县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群众建立了稳定增收产业。

■ 2018年，新建通村道路8.9公
里，维修整治“油返砂”道路228公里，
累计新修通村沥青（水泥）路541公里，
行政村道路通畅率100%；改造农村安
全饮水工程81处，建成503处，全县农
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9.2%。

·阅读提示·

新年送技术
果农乐开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