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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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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暖 土 膏
民气动，一犁新
雨破春耕。近
日，随着气温回
升，延川县抢农
时、备春耕，积
极开展春耕工
作，一幅幅“人
勤春早”的田间
美景图在延川
大地铺展开来。

在 延 川 县
关庄镇打则坪
村的农田上，一
台台农机正在
紧张耕作，伴着
新翻的泥土气
息，农户张新胜
正在地里操作
着覆膜机，“人
工弄的话，一亩
地两三个小时
也弄不完，机器
一个小时可以
完成五六亩。”
从春耕到秋收，
农机帮了张新
胜的大忙，大大
提高了农业生
产效率，实现了
农业精细化、现
代化管理。

从 传 统 的
“耕牛遍地走”，
到现如今“机械
遍地走”，机械
化的田间作业
让春耕跑出了

“加速度”，使农
民实现了“种田
一身轻”。

眼 下 正 值
春耕的关键时
期，关庄镇早安
排早部署早落实，成立了春耕工作小
组，动用十台翻地机，十台覆膜机，保
障春季农业生产工作。“截至目前，全
镇共完成翻地 2030 亩，覆膜 1890 亩，
今年预计完成玉米增密度种植 4068
亩，带状复合种植 300亩，油料作物种
植 676亩。”延川县关庄镇副镇长吴飞
说。

同样的，在永坪镇冯家坪村，一台
台覆膜机来回穿梭，两三个小时便将
一条条塑料膜铺满田间。去年，冯家
坪村的覆膜红薯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十
分可观的收益。

“这个红薯产量好，质量又好，我
这一亩地红薯卖了 5400元，今年又包
几亩地，打算再种红薯。”永坪镇冯家
坪村村民霍月兰说。

在贾家坪镇田间地头，伴随着轰
隆隆的机器声，农户们驾驶着旋耕机
和覆膜机，在田地里来回穿梭，春耕工
作也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同时，农
技人员也奔赴春耕一线，现场教授学
习种植玉米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去年按照人家技术人员讲的，玉
米种得密，收成比较好，今年听说人家
来讲授种植技术，我就又来听了。”贾
家坪镇樊家川村村民樊玉胜说。

自春耕开始以来，延川县组织农
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面对面”

“手把手”的技术指导服务，现场向农
户示范技术要领，讲解农机具安全使
用、病虫害防治等知识，传授农业生产
的专业知识和技巧经验，确保春耕生
产有序、高效推进。

“接下来我们将积极与各镇街对
接，继续落实示范种植任务，进一步优
化种植模式，加强种植机具调配，优化
技术服务和培训，为实现农业增产增
收开好头起好步。”延川县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主任李富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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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利用覆膜机种植红薯

XianQuTeXie县区特写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娜 记者 刘小
艳）“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我倡议大家
同我一道，积极参与今天的诵读展演活动，
共赴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之旅。”4月20日，
吴起县“4·23”世界读书日诵读展演活动在
县体育馆举行，吴起县图书馆向来自全县
各学校、各单位的诵读展演活动参与者及
图书馆读者等 300余人发出全民阅读倡议
书。

活动中，红色主题情景诵读《子弟兵
军旅情》、集体诵读《读美丽中国 展时代风
采》、幼儿诵读《中国红 童心诵》等一个个
精彩纷呈的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广

大群众的良好精神风貌，在全社会营造了
“人人参与阅读、人人享受阅读”的文化氛
围。汇演间隙，主持人同现场观众展开了
积极互动，引导观众共享诵读盛宴。

“这样的诵读活动很有意义，通过精彩
的节目让我切实感受到红色革命精神和厚
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我对读书有了
更深的理解，就个人层面来说，读书能陶冶
情操，使人优雅、自信，品格高尚；从国家层
面来说，读书能使我们深层次地理解国家
的方针政策，精准执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来自吴起县矿产
资源管理站的苏凤阳说。

参与经典诵读 享受文化之旅

● 展演红色故事

犁铧翻春泥 嫩芽衍生机
——子长市开展春耕备耕工作见闻

记者 叶四青 通讯员 张龙 王平 王俊香

春日，走进子长市南沟岔镇砖窑峁村的田
间地头，和煦的春风夹杂着缕缕泥土清香，广
大群众趁着晴好天气，全力投入到520亩坝地
春耕生产中，处处是奋斗的身影，欢声笑语里
洒满了劳动的快乐。

砖窑峁村的景象是子长市各个村庄忙春
耕的一个缩影。时下，春耕生产进入了最繁忙
的阶段，在子长市的山山峁峁间、田间地头里，
广大群众抢抓农时备战春耕，翻地、施肥、桑枝
修剪、树干涂白……一幅幅农忙场景奏响了春
耕备耕生产“进行曲”。

连日来，大型拖拉机成为砖窑峁
村田地里的“常客”，看着拖拉机走进
田里免费给自家翻地，村民们个个喜
笑颜开。

看着自家 5亩地不到半小时就翻
完了，砖窑峁村村民张宏军开心地
说：“原来黄牛耕地需要 2天多，现在
通过大型拖拉机，半小时左右就耕出
来了，耕得地又深又松软均匀，为高
产打下了好基础。听说高粱的产量
和效益都很好，今年村上准备种植红
高粱，我对种好地的信心非常大。”

基层政府的服务到家，群众春耕

备耕的难题好解决。
农时不能等，农事不能误。在宋

家坪村村集体经济的 500亩桑园里，
在村党支部的引领下，“土专家”“田秀
才”的带动下，十几个村民抢抓桑园春
季管理及修剪的最佳时期，积极开展
春耕、施肥、桑树修枝整形和桑园病虫
害防治等工作，及时清理桑园的杂草
残枝并集中销毁，确保桑园不被病虫
侵害，为丰产打下坚实基础。

“大家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剪完
了。剪完再把土疏一疏。今年桑叶产
量一定高。”宋家坪村党支部书记薛侯

平一边干活一边开心地说道。
近年来，南沟岔镇坚决扛牢粮食

安全政治责任，坚持全市“一区三线四
带”的产业发展格局，抓住春耕关键时
期，及时召开春季农业工作推进会，举
办春季果园管护和特色产业培训，积
极宣传粮食安全、撂荒地整治及各类
惠农政策，不仅使广大干部群众充分
认识到春耕生产的极端重要性，还让
农民深入了解产业发展技术前景，切
实提高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
性。

2023 年，南沟岔镇将种植大豆

2550 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750亩，地膜谷子示范田达 200亩，完
成高标准管理山地苹果 7000余亩，对
800余亩桑树种植基地进行了修剪清
园。新建蚕棚 3座，预计全年养蚕达
500张。

南沟岔镇党委副书记刘杰表示，
下一步，南沟岔镇将以 2023年春耕备
耕工作为契机，坚决抓好特色产业技
能培训和农业种植任务落实，坚决守
好粮食安全底线，打赢打好开年“第一
场硬仗”，确保今年各项工作早开局、
开好局。

“每亩地要按长 1.2米、宽 1米、深
1米的规格挖 6至 8个防冻坑，气温在
1℃的时候点烟，防冻坑持续生烟时间
保持在 5小时以上……”近日，在安定
镇三十里铺村的山地苹果示范园内，
果业中心技术员给果农和镇村干部讲
解果树防冻注意事项，果农们听得认
真仔细。

近年来，安定镇大力发展山地苹
果，发展果园 3万多亩，已挂果 2万多
亩，涉及果农 169人，2022年产量 240
万斤，收益达 700万余元。眼下，苹果
花芽萌动，果园进入显蕾期，做好苹果
花期防冻工作刻不容缓。为了有效应
对苹果花期低温冻害防御，最大限度
减轻灾害损失，确保全镇苹果产业健
康发展，促进产业稳步增长，安定镇抓

早动快，未雨绸缪，全力做好苹果花期
防冻前期工作。在村镇的积极号召引
领下，村上的果农都屏住一口气，向

“倒春寒”暗暗发力。
在果园里，处处是忙碌的身影。

大家挥锹奋战、三五成群、分工明确、
配合默契，挖坑、铲土，一派热火朝天
的劳动景象。“扫一下就能看到温度、
降水、小时预报，能实现24小时实时监
测，及时了解果园气候信息，以便提前
调度应对。”安定镇的一个山地苹果
园，果农任建斌高兴地说。任建斌扫
的是一个微信小程序“气象哨兵”。子
长市气象局在全市山地苹果种植基地
设立了102套两要素微型智能气象站，
气象精准到了一个个山地苹果园，果
农打开小程序就能看到自己果园的实

时气象状况。
“通过我们后台平台的收集分析，

还能及时为果农发短信提供冰雹、冻
害等天气预报，为果农减少损失提供
直通式点对点服务。”子长市气象局工
作人员贺亚亚说。

有了精准的气象服务，有了扎实
的管理措施，果农就有了管护的底气。

安定镇结合干部作风能力提升活
动，专门成立了果园花期防冻防御工
作领导小组，压实压紧包抓领导、包抓
干部、村党支部书记、果农四级联防体
系，17名副科级以上领导包抓17个行
政村防冻减灾工作，42名干部下沉到
果园，12名技术员进园开展防冻减灾
技术服务，并印发了《安定镇山地苹果
花期防冻应急预案》《安定镇山地苹果

花期防冻应知应会手册》《安定镇山地
苹果花期防冻包抓责任落实表》等，坚
决打赢果花防冻保卫战。同时，积极
对接保险机构落实政策性苹果保险，
扩大投保面积。

安定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果园
防冻期间，安定镇新挖土坑 750个，
新建砖坑 130个，配置移动式熏烟灶
680个，吹风器 15个，做到中、高度冻
害发生区果园防冻装置到位。储备
锯末 1200袋，羊粪 200方，磷酸二氢
钾、芸苔素等防冻营养液 660份。对
有条件的 7个果园放水灌溉，降低地
温，延迟果树早春舒醒生长时间，推
迟范蕾时间。68户果农购买了政策
性苹果保险，为苹果花期防冻做足前
期准备工作。

2 管理用心，农民有底气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谢子长将军
的故乡、李家岔镇东方红村变得格外
美丽。新整理出的高标准农田映入眼
帘，放眼田间，一排排整齐的田地，绘
就出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

“这 40 多亩地一年的收入是很
可观的，咱们农民也直接就能见效
益。”东方红村党支部书记谢海林激
动地说。村上原来有几道渠，治沟
造地的政策春风吹过，500多亩高标
准农田奇迹般出现，把渠垫了以后，
比原来还要多出 40多亩土地，看着

“意外”得来的新农田，谢海林非常
高兴。

有了平整的土地，村上就能更好
发展设施农业。村上新建的 10座大
棚，通过承包的方式为村集体经济注
入新的动力，种植户崔海兵去年以每
座大棚5000元的价格承包了3座大棚
来种植蟠枣、小瓜和蔬菜，收入非常可
观。

“今年我们最新引进的小瓜不仅
皮薄、形状好，而且口感特别好，每斤
最高可以卖到 30元，现在卖了三分之

二了。一棚辣椒和这棚小瓜一共下
来，一年收入 18万元左右。”崔海兵高
兴地说。

春天的画卷“平整”了，发展的方
向明确了。据悉，2023年，东方红村将
坚持用红色旅游引领绿色产业发展壮
大，用绿色产业映衬红色资源更加鲜
亮，通过新建大棚蟠枣，发展拱棚葡
萄、生猪养殖、小杂粮种植加工等特色
产业，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群众增收
渠道不断拓宽。预计 2023年村集体
经济收入可达20万元。

李家岔镇党委书记徐雪峰表示，
下一步，李家岔镇将以开展的“三个
年”活动为契机，全力抓好全镇“一主
三带”产业发展，坚持山地苹果主导产
业不动摇，全力管护好 8000亩山地苹
果，积极支持龙咀河核桃、大台峁仙桃
等特色产业提质增量；精心培育东方
红现代农业示范园、崖窑沟百头养牛
场、徐家砭儿童游乐场等 3个村集体
经济示范点，完成东方红大桥、山洪沟
治理等农业基础改善项目，全面助推
乡村振兴。

3 规划用心，发展有前景

1 服务用心，种地不再难

● 镇村干部查看果园春季管护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