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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 玉米农技人员查看玉米长势

眼下，正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
在志丹县义正镇麻台村玉米增密度种
植示范点，该县农技人员和种植户们正
在中耕除草、追施氮肥，为秋季苗壮穗
大、增产丰收做着准备。

炎炎夏日，骄阳似火。麻台村 480
亩增密度玉米郁郁葱葱，长势喜人。这
是志丹县为了提高玉米产量确立的增
密度提单产项目，替代传统植株群体数
量不够、品种发挥潜力不足、影响玉米
产量提升的种植模式。

“玉米增密度种植采取统一机械化

作业，统一全膜覆盖，行距60厘米，株距
25厘米，每亩密度在3800至4300株，比
普种每亩增加300到500株。”志丹县农
技中心副主任李鹤说，“预计目标产量
每亩1800斤左右，比普种每亩增产300
斤以上，每亩增收400元以上。”

每亩增收 400元以上，这看得见、
摸得着的经济效益，不仅调动起了农民

“务农种粮”的积极性，也有效解决了农
村土地撂荒的问题。

今年以来，志丹县全面落实“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大力推广普及增

密度玉米种植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新模式，有力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现年56岁的同峰是麻台村的玉米
种植户，当他了解到这项新的种植技术
后，就把自家的 10多亩川台地全部种
植了增密度玉米。

“往年，我们种玉米就按照老传统种
植；今年，技术人员全程指导我们种植高
密度玉米，你看这个玉米的长势非常好，
年底肯定是个大丰收。”同峰笑着说。

除了推广普及增密度玉米种植外，
志丹县还积极推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模式，破解“粮油争地”矛盾，推动
大豆、玉米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该县农技中心技术人员介绍，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核心是 2行玉
米、4行大豆，交替复合种植，不仅能高
效利用光温资源，充分发挥边行优势，
还能增加生物多样性，降低病虫害的发
生，做到“一地两用、一季双收”，实现

“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的目标。
志丹县农技中心农技人员侯宝梁

介绍说：“我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主推技术选用‘2+4’种植模式，即两行
玉米四行大豆种植模式。采用‘五统
一’推广方式，即统一良种、统一施肥、
统一密度、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机械
化作业，目标产量玉米每亩达到750公
斤，大豆每亩增产 120公斤，实现一田
双收。”

金丁镇清水坪村小组是该县农业
农村局确定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的示范点。从春播起县农技人员便围
绕“种植带型选择、品种选育、种植间
距、病虫防治及后期管理”等关键环节
为种植户们进行全程技术指导。眼下，
全村 320多亩套种玉米在阵阵风中绿
浪翻涌、丰收在望。

清水坪村种植户石延柱说：“今年，
主要种植了玉米大豆套种，玉米株数与
往年相比没有减产，但是每亩增产4行
豆子，预计增产300至500斤、收入净增
800至1000元。”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今年以来，
志丹县扎实推进撂荒地复耕、耕地内苗
木清退等工作，积极探索稳粮增收新模
式，不断提升耕地质量，培育壮大新型
经营主体，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力
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群众稳定
增收。截至目前，全县新建高标准农田
3万亩，推广测土配方施肥 15万亩，完
成春播任务26.2万亩，大豆种植8.09万
亩，创建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
点 26个，种植面积达 2.02万亩，3万亩
荞麦等夏播作物正在播种。

“今年以来，我局全面落实‘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投入资金 1000余
万元，调运种子、有机肥、化肥、地膜等，
配套农机145台，最大限度调动农民的
种粮积极性，构建起了新型种粮经营体
系，开展农技、农机等‘全程机械化+综
合农事服务’，有力地推进小农户和现
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全力保障全年粮食
稳产增产。”志丹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李阳介绍说。

本报讯（通讯员 贾寰 李浩楠）走进延长县双创中心，在宜兴·
延长利永紫砂乡村振兴工场，数十位学员在两位陶艺大师的指导下，
正在认真地把玩着手中的制壶磨具，神情专注、动作专业。

陶艺大师是从千里之外的宜兴来到延长的，为了给延长陶艺学
员教授陶艺技能，他们化身“志愿者”，携手而来，义务教授。

学员杨月英在这里学习了 9个月，从一名家庭主妇到现在的制
壶学员，对于她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这不仅仅是自己的爱好，更要
将这作为一门就业技能，补贴家用。

从最初的制壶嘴、壶盖等基础技能，到现在能够在老师的帮助下
完成整个壶的制作，杨月英很是激动。

“他们教我们教得细致，方法也比较简单、通俗、易懂，我们也容
易接受，技能提高得也快一些。”杨月英一边制作一边说。

说起陶艺大师，此次援教的两位老师手艺相当了得。他们都是
陶都宜兴十佳青年陶艺家，其中潘小忠是高级工艺师，江苏省陶瓷艺
术名人，他的一把壶市场卖价高达10余万元。

“这次我们过来是以志愿者的身份，代表着宜兴市陶瓷行业协
会。”潘小忠说，“我们来了以后，一边制作，一边教学，毫无保留地给
他们教一些技能，通过我们的言传身教，让学员们从基础技艺入手，
逐步学习、逐步提高。”

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学员们积极性非常高，特别珍惜难得的学
习机会，每天都是来得早、回得迟。

“从简单的器型开始做起，打泥片、打泥条、做盖子，一些工具让
他们进行了重新修整，做起来更快、更方便，做出来的作品更好。”高
级工艺师徐学军说，“学员很感兴趣，学得很认真，进步非常大。”

据了解，此次援教的两位老师是宜兴市陶瓷行业协会第一批志愿者，
在延长县进行为期12天的教学，陆续还会有9批志愿者进行援教。

本报讯（通讯员 李浩楠 刘京瑶）近日，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在
宜兴·延长友谊书房开展以“我心向党，我为三农作贡献”为主题的读
书分享会活动。

分享会上，全体党员畅所欲言，从介绍书目的主要内容和作者背
景入手，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分享读书体会。一段段人生感悟、一份份
梦想信念，精彩的发言赢得在场听众们的一致认可和共鸣。

此次活动，通过阅读书籍、分享心得体会的方式，增加了党员之
间的知识共享、信息交流和文化互动。“本次活动倡导我们多读书，让
大家养成读书的好习惯。在图书馆里，大家可以沉下心来学习知识，
用知识来武装自己，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延长县农经站党员穆可
心说。

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副书记范建军说：“通过读书分享，在我们
农业系统掀起了读书热潮，读好书，好读书，让大家进一步提升自我，
坚定政治信仰，能够全心全意为延长县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活动最后，全体党员共同重温了入党誓词，并为读书分享者赠予
书籍。

本报讯（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张曦）当前，正值夏季果园管
理的关键时期。延川县乾坤湾镇在寺罗村苹果园示范点召开夏季
果园管理现场培训会，邀请县果业办技术员高宏忠对果农进行现
场培训，全面推进果园精细化管理，向高标准管护要收益，向防灾
减灾要收成。

培训中，高宏忠重点围绕病虫害防治、疏花疏果、套袋、拉枝等方
面内容作了详细讲解，并同参训果农面对面交流，现场解答果农在果
树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同时，对照树势，边讲解边操作，做
到了理论与实践结合，使每个参训果农能够熟练掌握技术，达到听得
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培训效果。

“管好才能收益好，舍得下功夫才能有好收成。我们将持续开展好果
园管理技术培训，切实提升全镇科学化果树管理能力和水平，为产业提质
增效、群众致富增收保驾护航。”乾坤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军说。

培训后，广大果农充分认识到果园夏季管护的重要性，纷纷表
示，要积极学习科学管理技术，认真做好苹果灾害防护、疏花疏果、套
袋拉枝、病虫害防治等措施，响应防雹网搭建普惠政策，全面推进果
园精细化管理。

山川着绿 林海生金
——记延川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通讯员 张伟 杨澍 记者 刘小艳

夏日里，漫步延川城市乡村，

群山含翠，鸟语花香，移步易景，

风景如画。近年来，伴随着城市

绿化的进程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改

善，越来越多的延川人开始享受

到了生态带来的和谐之美。清新

的空气，碧蓝的天空，为延川人民

的生活增添了浓浓的幸福感。

然而，延川县地处黄河流域

水土流失重点区域，上世纪80年

代前生态脆弱。在恶劣环境下，

不屈不挠的延川人坚持以建设生

态、发展生态、巩固生态为己任，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大力实施黄

河生态保护、三北防护林、退耕还

林等为主的林业生态工程建设。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付出，延

川县绿化造林、产业发展以及森

林覆盖率、森林积蓄量逐年增

长。目前，延川县现有林草总面

积 205 万亩，林草覆盖率为

69.13%，其中有林地90万亩，森

林覆盖率达30.55%。

在地处黄河沿岸的延川县延水关
镇杨家畔村，住着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
张世南，曾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

在长达 50年的村领导工作岗位
上，张世南积极投身绿化事业，带领村
民栽植柏树1500多亩、17万余株，在山
峁峁上形成了一道道绿色林网。老人
也多次被授予营造防护林工程先进工
作者、黄河防护林一期工程建设先进个
人以及县、镇劳动模范。

“1977年，我们这块地整个是荒山

秃岭，一棵树都没有。我是共产党员，
先带头种了700来株，后来队里就开始
植树造林，总共种了 7万多株，把全村
的荒山秃岭基本改造完了。”张世南回
忆道，“那时候种树困难，山里都是小
路，人从水井里挑了水，掏下山坑坑、一
株一株地栽，可不容易了。一个人一天
也就能栽个一二十株，一担水也就能浇
个三五株，一天下来把人累得腿麻腰
酸。但是栽多少活多少，就有信心了、
有干劲了。”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保护母
亲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
发展的千秋大计。推进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建设，离不开政府、社会和个人
的共同参与和治理。

为了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更好
贯彻生态环境理念，今年以来，延川县大
力实施黄河流域生态植被恢复工程，在乾
坤湾镇和延水关镇共计划栽植油松、侧
柏、白皮松等各类苗木约161.6万株。

黄河流域生态植被恢复项目一期

投资 1866.88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
资金是 1699 万元，县财政配套是
167.88万元。总作业面积 13090亩，主
要栽植树种是油松、大小侧柏、白皮松、
刺槐还有紫穗槐、丁香等。

“该工程今年3月16日开工，计划于
11月30日竣工，现在已完成了70%，完
成投资额1250万元，通过实施该项目能
更好地改善我县黄河沿岸的生态，为我
县乡村振兴提供好的生态资源保障。”延
川县自然资源局项目负责人呼浩说道。

黄河流域生态植被恢复有序进行
的同时，退耕还林工程也为广大农民退
出了新天地，还来了致富果。

仲夏时节，行走在延川县文安驿镇
吕家河村，目之所及，一棵棵核桃树栽
满了整座山头。核桃园内，挂满了沉甸
甸的果实，村党支部书记吕增荣正在自
家的园子里修剪着核桃树。

作为村里的主心骨，吕增荣带头响
应退耕还林政策，带领村民发展以核桃
为主的经济林果，如今吕家河的核桃树
种植面积达 1500多亩，村民也靠着核
桃实现了发家致富梦。

“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后，我们经过
几次社员会研究，将全村 1200多亩地
全部种上核桃树。现在见利了，收入高
的能卖十几万元，人均能有两三万元的
收入。”吕增荣说，“种核桃树还有一个
好处是管理粗放，没有病虫害和腐烂

病。我种了30亩，就我们老两口，一年
最多卖了 6万块钱，最低也没低过 2万
元，效益还是非常好的。”

种下“常青树”，收获“摇钱树”。退
耕还林工程的实施，让更多农民开始从
事林业、副业和相关后续产业，这不仅
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更实现
了“政府得绿、社会得益、林农得利”的
目标。

退耕还林，不仅让一片片山坡披上
了绿色可持续的“被子”，更让广大农民
收获了源源不断的“票子”。延川县退
耕还林工程主要采取“苹果戴帽，刺槐、
山杏缠身，侧柏、油松坠底”的立体造林
布局，大力营造苹果、红枣、核桃等经济
林和以经济、生态兼用树种为主的生态
林。以红枣、苹果、核桃、山桃、山杏为
主的经济林面积达20.48万亩。

“自 1999年退耕还林工程启动以

来，我县累计完成退耕还林工程
107.88万亩。截至 2021年底，全县累
计兑现退耕还林补助资金达 12.3 亿
元，受益农户达 2.8万户 11.9万人。退
耕还林，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同时
也实现了经济和生态双赢的目标。”延
川县退耕还林工程服务中心主任马宝
勤说道。

如今的延川县，荒山石山变成了绿
水青山、金山银山，生存与生态从“对
抗”走向“共赢”。以苹果树和红枣树等
为主的林业生态产业，正源源不断地释
放出绿色红利，在护了绿水青山的同
时，也富了一方百姓，让延川的老百姓
成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
实践者。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
态文明理念指引下，延川县林业局科学
推进生态建设，今年谋划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省建设项目2个，
计划争取中省投资6.65亿元。同时，进
一步加强森林资源管护，通过林长制体
系构建，进一步落实党政同责、一把手
负总责的林业保护和发展目标责任体
系，压实各级党委、政府责任，牢固树立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健全森林、
草原和湿地建设、保护和发展管理体
系，实现森林资源的科学利用和可持续
发展。

“我们还将积极探索国储林和碳汇
开发交易工作，计划启动国储林和碳汇
开发交易建设项目，积极引导社会资本
参与我县生态建设工作，不断增加林业
面积、提高林分质量、扩大林业产业开
发、增加林农收入，助力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为我县社会经济发展和‘碳达
峰、碳中和’作出林业贡献。”谈及今后
打算，延川县林业局局长王刚说道。

“一地两用”双丰收
通讯员 沙江 郭晓莉

黄河护岸护出绿水青山

退耕还林退出致富之路

陶艺大师千里援教
手把手教“小白”涨技

面对面 手把手

果园管理培训到地头

读书分享 提升自我

● 陶艺大师手把手指导学员

● 技术员为果农讲解管理要领

●
绿
意
葱
茏
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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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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