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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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力量乡村振兴

进行时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王静 殷宇峰）农田三分种七分
管。眼下正是小杂粮、大豆、玉米等农作物产量形成
关键期，宝塔区农业部门多措并举，抓好秋粮田间管
理和技术指导服务，筑牢秋粮丰产丰收基础。

在宝塔区柳林镇国家谷子实验示范田，农技人员
抢抓晴好天气，正在为农户细致讲解田间管理科学技
术，以及农作物中后期易倒伏、病虫害防治等应对措
施，确保谷子增产丰收。

“喷施富硒叶面肥时要检查叶片是否全都喷洒
到。富硒肥能提高谷子的品质，硒含量达到国家标准
单价就上去了，收入也会增加。”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副主任缑延峰对种植户说。

今年，宝塔区种植谷子万余亩，正值生长灌浆期，
柳林镇仁台村种粮大户景志宏听了农技人员开出的

“良方”，立即对自家的 200亩谷子喷施了富硒叶面
肥。景志宏说：“富硒叶面肥一喷成熟度更高，再加上
管护都跟得上，亩产应该在350公斤以上，看长势今年
收成一定好。”

小杂粮管护跟得上，薯类作物也要加强。在甘谷驿
镇唐坪村的红薯大田，一场秋粮管理“一喷多促”现场会
正在举行，农技人员针对各类农作物生长实际，用通俗易
懂的宣讲方式，分享了最新农业科技和高产管理经验，把
技术送到农户心坎上，力求田间管理取得实效。

唐坪村兴民种养殖合作社理事长唐亮说：“今年，
我们用无人机打药，每亩地能减少 100元左右的成
本。像我的200多亩地，就能节省两三万元，节省下的
都是纯利润。”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今年以来，宝塔区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农艺培训和技术指导
活动，不断提高农作物单产关键技术普及率和知晓
率，把更多专业知识送到种植户手中，确保农田精细
管理，秋粮优质高产。

缑延峰介绍说：“我们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将全
力推进‘一喷多促’增产技术，玉米已完成了9万亩，大
豆完成了2万多亩，小杂粮完成了1万亩左右，红薯完
成 5000亩左右，已经实施了 80%的面积，全力促进粮
食丰收增产。”

田间科学管理 秋粮丰收不愁

眼下正值早熟苹果成熟的季节，在
延长县各处苹果园内，随处可见采摘、装
箱的繁忙身影，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丰
收的喜悦景象。

在交口镇洋仙坪村，漫山遍野的早
熟苹果，像一个个红灯笼缀满枝头，色泽
红润饱满，果香沁人心脾。

“我们家共种了20亩苹果，有早熟富
士两亩，今年天气也好，苹果长的个儿大
又红，商品果每公斤能卖到 8元左右，效
益非常可观。”苹果种植大户刘文兴一边
忙着采摘成熟果实，一边算起了今年的
收入账。

洋仙坪村党支部书记刘红星介绍
说，今年的气候条件特别好，非常适合苹
果的生长，加上科学的种植管理和政府
组织的技术指导，今年全村200多亩的早
熟苹果品质很好，色泽鲜丽，个大脆甜。

“苹果是我们致富路上的好帮手。”刘红
星高兴地说。

交口镇是延长县苹果优生区之一，
光照条件充分，降水均衡，昼夜温差大，
生产的苹果光泽度好、甜度高、口感爽脆
且耐储存，受到消费者和各地客商的青
睐。目前，全镇共种植苹果 4.2万亩，苹
果已成为该镇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支
柱性产业。值得一提的是，交口镇今年
入选了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和财政部办公
厅联合公布首批“770国家农业产业强

镇”名单。
交口镇党委书记李东安说：“这次

交口镇入选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名单，既
是肯定也是鼓励。我镇将加大苹果产
业开发建设力度，在苹果产业提质增

效，精细化、标准化管理上下功夫，力争
把苹果亩均收入从现在的 1.5万元左右
提升到 2万元以上。同时，在苹果产业
深加工全产业链建设上下功夫，争取苹
果醋、苹果脆片、苹果酒等深加工项目，

让农民群众在苹果产业全产业链建设
上增收。”

延长县苹果产量和质量逐年提升，
得益于该县按照强点、连线、扩面的产业
发展思路，突出稳规模、提质量、创品牌、
增效益导向，以苹果“百千万”示范工程
和美丽果园建设为抓手，在新优技术推
广应用和配套设施建设上持续发力。同
时，不断开展苹果产业的技术示范推广
和指导服务工作，切实提升广大果农的
种植管理技术。

“为了提高果树防灾减灾能力，我
们在春季的时候引导果农挖了防冻坑，
搭建了防雹网，并且在果树间伐、枝组
调整、花果管理、果树施肥等方面加强
技术指导和服务，提高果农种植管理技
术。”县果业中心技术指导员焦成宏介
绍道。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延长
县把大力发展苹果产业作为调整结构、
促农增收的主要举措，立足“高起点、跨
大步、最大化”发展特色产业，坚持一手
抓规模，一手抓质量，立足市场需求，不
断拓宽延伸产业链条，苹果产业有了长
足发展，产业开发水平有了明显提升。

目前，延长县共种植苹果 30.58 万
亩，产业效益稳步提高，果农收入逐年增
加，一幅幅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图景正
在延长大地上徐徐铺开。

秋日的子长大地，层层梯田内绿油
油的马铃薯长势喜人，种植户穿越田间，
忙着除草、打药，俨然一幅绿意盎然的美
丽画卷。

近日，在子长市栾家坪街道郭家坪
村，子长市薯业开发中心与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共同打造的马铃薯培育示范基地
内，农业技师李亚军和张强逐排观察马
铃薯长势，按照顺序插上标号，对每棵马
铃薯的长势进行记录。

李亚军告诉记者：“这块地培育的马
铃薯，从目前的长势来看是非常成功
的。我们要定期观察长势，加强管护，争
取能培育出优质品种，向子长市种植户
进行广泛推广。”

子长有着“中国洋芋之乡”的美称，
马铃薯不仅在子长市的整体农业种植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长期占据着子长
人民的餐桌，更是子长农民重要的收入
来源。目前，子长市已建成我市唯一一
家试管苗、原原种、原种和良种的脱毒种
薯繁育基地，2022年，该市引进50个品种
进行对比筛选试验，生产脱毒试管苗 20
万株，原原种 30万粒，原种 75吨，一级种
薯100吨。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子长脱毒种

薯繁育基地不仅可以满足子长马铃薯良
种供应，而且还能为周边县区提供优质
马铃薯种质资源。”子长市薯业开发中心
副主任卢小玉说，“良种培育+示范推广
模式，已成为子长薯业产业发展中的重
要举措。”

据了解，子长市委、市政府围绕实施
“3+X”特色现代农业产业奖补项目，充分
挖掘“子长洋芋”“子长粉条”品牌潜力，
积极构建马铃薯产业“产加研销”一体化
生产经营服务体系，力促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多链条增收，把小土豆做成了农民
发家致富的大产业。

“目前，我们正在对引进的多个品种
进行试验试种，预计筛选出亩产达到
1500公斤以上的品种在子长推广种植。”
李亚军说，“从今年培育的情况来看，各
个地块的示范试验田的马铃薯长势都比
较好。”

农业要高产，种子是关键。今年，子
长市人民政府联合延安市政府、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三方合作，又在栾家坪街道
郭家坪村建立了30亩马铃薯试验示范基
地，包括子长薯业开发中心在石家湾便
民服务中心石家湾村、玉家湾镇景家坪
村、马家砭镇郭家河村等地连片试种的

马铃薯，今年，示范试验田累计达到 200
亩。

子长市薯业开发中心主任高文卫表
示，今后，他们会不断调整产业布局和品

种结构，形成马铃薯种薯繁育、商品薯种
植、仓储、深加工为一体的产业链，不断
做好“薯文章”、做活“薯经济”、做大“薯
品牌”，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金秋九月，吴起县连片的荞麦进入
盛花期。走进庙沟镇三合掌村，在荞麦
地周边随处可见一个个中蜂蜂箱错落有

致地摆放，成群的蜜蜂交织飞舞，发出
“嗡嗡”声。

“我今年产业的效益还可以，大概能

产 100公斤左右蜂蜜。按每公斤 80元计
算，能收入8000元。”今年年初，在庙沟镇
惠农政策的引导下，曾有过养蜂经验的
村民刘勇购买了 10箱中蜂，开始发展这
项“甜蜜”产业。

见到蜂农刘勇时，他正穿着防护
衣、头戴防蜇面网帽忙着采收蜂蜜。“养
蜂就是要胆大心细。”刘勇一边说着话，
一边娴熟地从蜂箱上取下蜂箱盖，拿出
一格蜂巢框把蜜蜂抖开，接着用小刀轻
轻刮去蜂板上附着的蜂蜡，然后将蜂蜡
装进桶里，用专用设备把蜂蜡进行分
离。

养蜂离不开良好的蜜源。庙沟镇三
合掌村的主要粮食作物是荞麦，每到秋
季，2000余亩荞麦花竞相绽放，各自吐露
着芳香，为当地发展中蜂养殖创造了得
天独厚的条件。

今年，庙沟镇因地制宜、因村施策，
把生态资源丰富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胜
势，及时出台惠农政策，激发村民发展中
蜂养殖的活力，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

“甜蜜之路”。
“今年，我看到邻居都开始养蜂，在

政府的带动下，我也买了16箱中蜂，能产
将近150公斤蜂蜜。按现在市场价，我能
收入 1万多元，这个活儿苦不重，效益还
挺好，明年我准备继续好好干，争取收入
更高。”三合掌村村民刘贵天满怀信心地
说。

产业是群众增收的基础和关键。截
至目前，庙沟镇在三合掌村共发展中蜂
养殖 330箱，涉及农户 73户，其中脱贫户
21户，产业已初具规模。

产业有了，还要看收益。为了打消
群众养蜂的顾虑，庙沟镇政府还与吴起
采油厂、陕西农村合作银行等包扶单位
签订了收购协议，以保护价进行收购，确
保群众增收。

“按照目前情况看，今年，全镇蜂蜜
的产量在 3500公斤左右。下一步，我镇
将结合今年的收益实际，进一步扩大中
蜂养殖规模，加强资源保护，强化技术推
广，拓展营销渠道，推进‘蜂旅融合’发
展，让更多群众通过养蜂把日子越过越
红火，真正把中蜂养殖打造成为全镇乡
村振兴的又一重要产业。”吴起县庙沟镇
副镇长刘涛说。

“苹果上保险，再也不用担心市场价格波动。”又
到了一年苹果丰收的季节，今年，黄龙县三岔镇梁家
山村村民赵加军心里格外踏实。

赵加军内心的踏实，缘于年初他给自家苹果购买
的苹果期货价格保险。有了这个保险，让赵加军在秋
收时节吃下了“定心丸”。

在记者面前，赵加军掰起指头算了一笔账：“我去年买
期货价格保险，每亩地掏了30元的保费，最终理赔了7万
多元，再加上苹果卖的20多万元，去年，我总共收入了30
多万元。在政策扶持下，今年我又花了2700元给90亩果
园全部上了期货价格保险，对今年的收入很有信心。”

据了解，期货价格保险是由保险公司负责为果农
提供价格保险，最终价格波动风险由期货公司在期货
市场进行对冲平抑。黄龙县当地的期货价格保险由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负责承保，
并由长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期货市场端的价格
风险对冲，双方审慎研判苹果期货走势，为果农争取
最大赔付金额。每亩果园群众只需出资30元，剩下的
保险费由政府补助，一旦苹果价格没有达到目标价，
便可以启动理赔机制，保障稳定增收。

苹果是黄龙县的支柱产业，也是老百姓增收的主
渠道、“压舱石”。为保障群众丰收无忧，该县积极与
徽商期货、渤海期货、华西期货、国贸期货等期货公
司，人保财险陕西分公司合作实施苹果“保险+期货”
项目，累计参保面积达1.08万亩。

除了期货价格保险，黄龙县还针对花期冻害、冰雹等
自然灾害，大力宣传果业保险政策，动员果农积极参保，扩
大保险覆盖面和参保率，全年完成1.3万亩苹果投保工作。

据悉，3年来，黄龙县连续制定出台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建设奖补办法，2021年、2022年共兑付苹果产业
奖补资金 1545.4万元。今年，县财政列支 1200万元，
扶持引导果农进行标准化生产、规范化管理。在防雹
网建设、节水灌溉、期货+保险、气象预测等方面给予
了大力支持。通过政策落实扶持新型经营主体、龙头
企业做大做强，支撑和引领现代果业高质量发展。

“苹果产业一头连着果农的钱袋子，一头连着乡
村振兴的动力后劲。我们将紧扣苹果产业一产壮、二
产弱、三产散的客观实际，以建设苹果先行区为契机，
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产后处理、三产融合、防灾减
灾等方面有大的突破。同时，积极创建果业社会化服
务示范县，全面提升苹果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管理水
平，促进果业增效、果农增收、企业发展、村集体经济
壮大。”黄龙县果业中心主任贾龙说。

金秋时节果飘香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李浩楠 师宝林

● 鸟瞰交口镇洋仙坪村苹果产业发展

小康梦圆

“薯”意盎然示范田
通讯员 张亚宁 记者 李欢

● 薯业开发中心农业技师（中）与种植人员一起查看马铃薯长势

小蜜蜂酿出“甜蜜路”
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徐志全 樊俊虎

● 刘勇展示他的蜂蜜

“保险+期货”为果农保“价”护航
通讯员 白杨越 记者 杜音樵

● 群众购买期货价格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