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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 王 萱）春耕始，
万物生。连日来，随着气温逐步回升，我市
各地抢抓农时开展春耕备耕，纷纷储备和
调运农资、播种施肥、开展技术指导、病虫
草害防治等，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民忙碌
的身影。

当前正是小麦促弱转壮的关键时期，
在镇安县云盖寺镇金钟村的农业科技示范
基地里，年前播种的黑小麦在春雪的滋润
下显得十分青翠。村民在农技人员的指导
下观察新品种小麦的生长情况，农技人员
指导村民精准施肥，促进小麦分蘖多成穗。

镇安县云盖寺镇金钟村党支部书记王
习尧说：“金钟村有土地 1930 多亩，现在村
民已经将所有的土地进行了耕种、整理。
目前，我们已耕种小麦 650亩。”

金钟村村民程正朝说：“现在，农民种
地，种子、化肥免费领取，还有包村干部及
镇、村干部上门进行技术指导，对于常年在
家的老百姓来说，整体上是越来越合算了。”

走进山阳县高坝店镇赵家河、双寨流
域，随处可见村民在田间地头来回穿梭播
种马铃薯。山阳县高坝店镇黄土凸村村民
陶春莲说：“国家政策确实好，帮农民减轻
负担了，给洋芋种、给薄膜、给肥料，我把那
荒的地全部都种了，总共有 4亩地。”

山阳县高坝店镇党委书记何前博说：“目
前，在双寨、双坪、赵家河流域，我们正在打造
3000亩标准化地膜土豆示范基地，预计今年
全镇土豆种植规模可达万亩以上。”

为了加快推进春季农业生产，我市将
全年 238 万亩粮食播种面积、49 万吨粮食

产量和 33.7万亩大豆、18.1万亩油料、17万
亩大豆玉米复合种植面积任务分解到各县
区，细化到田块，夯实了粮食生产责任。

春耕春播，农资先行。我市全力做好
种子、化肥等农资供需情况监测调度和调
剂调运，积极鼓励农资企业和经销商开展

“点对点”生产配送。在市区团结路一家种
子农药销售门市部，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
样的蔬菜种子，店里挤满了前来选购种子
的群众，忙碌的经销商不停地向大家介绍
新种子以及种植管理事项。种子经销商袁
斌说：“年前，我们已把所有的种子备全，严
把质量关，确保让农民朋友买到放心、安全
的种子。”

对 农 户 来 说 ，购 买 肥 料 也 是 头 等 大
事。在位于杨峪河镇的商州区生产资料公

司化肥配送中心，一袋袋化肥被整齐地码
放成山。不时有群众前来购买土豆专用
肥、碳铵复合肥等肥料。据了解，商州区相
关部门及时储备供应各类化肥、农地膜、种
子，并加大对各农资网点的配送频次，确保
了春耕农资货源充足、价格稳定。

据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
至 3 月 15 日，全市已组织开展麦田追肥
12.1 万亩、小麦病虫草害防治 29.91 万亩；
全市播种马铃薯 33.42 万亩，完成计划的
73.64%。已储备良种 4308.43 万公斤、化
肥 2.24 万吨，春播农资还在继续有序储
备。全市出动执法人员 151 人次，开展春
季农资市场执法检查，检查农资门店 75
家。及时制定农业农作物防范应对灾害天
气的指导性文件，发布预警信息 46条。

我市各地春耕备耕生产忙

本报讯 （记者 李小龙 王江波 见习记
者 黄朝梅）当前，随着气温回升，春耕备耕在我市
陆续展开。在洛南县，冬小麦开始返青，村民抡起锄
头精心除草；土豆开始播种，一块块土豆种子被农户
埋入地下……3 月 10 日，记者走进洛南县田间地
头，到处是一派人勤春早的生机图景。

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
大面积提高单产上。春耕开好局、起好步，对全年
粮食生产和农业丰收具有重要作用。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为确保春耕有序
开展，洛南县各镇（街道）加强农机作业服务保障，
加大农资统筹协调力度；各农资经销商、农资店也
持续储备农资，确保春播前肥料、种子、农药等农

资商品供应充足。
在石坡镇王村党群服务中心的广场上，一袋袋

土豆种子被码放在角落，不时有村民前来领取。“全
村的洋芋种子我们都备齐了，种洋芋的村民可以直
接在这里领到免费的种子。”王村党支部书记郭百锁
说，“不仅种子免费，肥料、地膜都是免费的。”

在三要镇龙山村，村民杨生子和老伴精心打
理着小麦苗。“今年我种了 5 亩多小麦，种子和化
肥都是政府免费给提供的。现在政策好，我们种
粮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了。”

为确保夏粮丰收，洛南县还加强部门协同配
合、服务指导，落实好墒情研判、气象监测预警，发
动各级农技人员分片包干，及时开展现场指导等，
为稳产丰产打下坚实基础。

洛南农资商品供应充足

本报讯 （通讯员 姚 亮）小麦春管、试
验田备耕、农技服务送到田间……连日来，忙碌
有序的春耕图景正在镇安县大坪镇徐徐展开。

当前，是促进小麦由弱转壮的有利时期，
同时也是病虫害防控的重要时期，大坪镇
农业综合服务站的干部在县农技服务中心
专家的指导下，分区域分地块开展巡回指
导和服务。

“麦田春管到位，夏粮才能丰收有望。
今年，全村种植小麦 300 多亩，其中的 100
亩高产示范区小麦长势不错，后续的肥水管
理要跟上，丰收就有希望。”3 月 11 日，县农

技中心植保专家、芋园村驻村干部赵煜说。
在大坪镇小河子村百亩农作物新品种试

验基地，深翻平整好的土地正等待下种。“今
年，我们将试种玉米新品种 60个，从中筛选
出表现最优的品种推荐给农民群众，确保稳
产高产。”县农技中心种子专家刘济河说。

大坪镇在抓好春季农业生产的同时，
不断提升耕地质量，着力打造旱涝保收的

“高产示范田”。在小河子村高标准农田建
设现场，沟渠开挖、土壤回填等作业有条不
紊。在全胜村，农田复修工程也在紧张进
行中……像这样的土地质量提升工程，大

坪镇今年要完成 300 亩，届时“吨粮田”的
数量将增加到 1500 亩。“农田复修工程既
保护了农田，也让我们在家门口挣到了工
资，这样的工程我们很欢迎。”在工地务工
的村民柯贤根说。

今年以来，大坪镇鼓励群众利用房前屋
后的土地搞好多元化种植，指导群众按照“有
劳动能力的农户人均种植1亩粮（玉米、大豆、
马铃薯、小麦）、户均管好 1亩产业园（蔬菜、
烤烟、食用菌、板栗、核桃、中药材）”的目标，
积极发展庭院经济。目前，全镇已播种马铃
薯1800亩，完成玉米整地3600亩；完成烤烟

育苗4.5万盘，发展香菇50万袋，完成板栗科
管 1万亩，栽植苍术等中药材 2000亩，种植
各类蔬菜超过100亩，既保障了“粮袋子”，又
充实了“菜篮子”“钱袋子”。

“今年，大坪镇将建设玉米高产示范田
550 亩，实施玉米大豆复合种植 5400 亩，
建设鲜食玉米套种示范点 50 亩。大坪镇
将通过建设高标准农田实现‘藏粮于田’，
通过粮食新品种推广种植和科技服务实现

‘藏粮于技’，确保全年粮食产量达 6000
吨，全力夺取粮食丰收，不断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大坪镇党委书记邹专说。

大坪镇建设“吨粮田”1500 亩

本报讯 （通讯员 郭乾琪）三月好春光，
田间农耕忙。连日来，商州区杨斜镇早谋划、
早发动、早安排，抢抓有利时机，强化工作落
实，不误农时，不误农事，有序推进春耕备耕
生产工作。

杨斜镇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
立足“早”字，全力抓好春耕生产。及时召开春
耕备耕动员会，向种植大户、普通农户传达并

解读相关政策，强调粮食生产的重要性，调动
春耕生产的积极性，确保春耕备耕工作落实落
地。始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断落实“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任务，以农民对春耕生
产技术需求为切入点，由镇农综站牵头，充分
发挥乡土人才作用，围绕主推品种、田间管理、
科学施肥、新农药等推广应用，采取定期集中
培训、不定期下沉一线等方式，开展技术培训，

帮助农民解决春耕备耕的疑难问题。
为全面保障农资供给，杨斜镇积极与商

州区农业农村局对接，加强种子、化肥、农药
等农资供需情况监测调度和调运。目前，全
镇发放马铃薯专用肥超过 1.5 万公斤、地膜
超过 1500 公斤，确保春耕农资供应充足。
对全镇农机设备进行排查，严把农用物资质
量关，确保农机具状态良好，从源头上保障

农业生产安全，助力春耕生产顺利开展。同
时，通过召开专题部署会，制定《杨斜镇供港
蔬菜产业技术服务体系》，转发《商州区供港
蔬菜种植技术规范》，组织干部深入各村（社
区）宣传相关政策及种植技术，落实供港蔬
菜种植面积。截至目前，全镇“供港蔬菜”涉
及18个村（社区），种植面积3919亩，预计产
量 470 多吨。

杨斜镇发放马铃薯专用肥1.5万公斤

3 月 5 日，沿着冷安路走
进 镇 安 县 米 粮 镇 米 粮 川 ，一
排 排 错 落 有 致 的 房 屋 ，一 条
条 干 净 整 洁 的 街 道 ，一 幅 幅
醒 目 的 宣 传 标 语 ，一 缕 缕 暖
阳 照 耀 在 大 街 小 巷 、田 间 地
头 …… 文 化 广 场 上 ，小 孩 嬉
戏打闹、老人们拉家常；庭院
中，妇女们忙着打扫，一个个
脸 上 洋 溢 着 幸 福 的 笑 容 ，一
切都显得祥和温馨。

“近几年来，我们村发生
了 很 大 的 变 化 ，村 里 道 路 基
本 硬 化 ，道 路 两 旁 还 安 装 了
路 灯 ，村 党 群 服 务 中 心 旁 边
修 建 了 一 个 口 袋 公 园 ，方 便
大 家 锻 炼 身 体 ，咱 们 乡 下 的
生活不比城里差。”位于米粮
川下游的光明村村民徐永谦
乐呵呵地说。

近年来，米粮镇坚持以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通过
争取资金，就地建设了一批小
型公益设施、综合改造提升等
惠民项目，全面推动“和美乡
村 ”建 设 ，有 序 推 进“ 厕 所 革
命”，基础设施有效改善，镇容
村貌焕然一新，群众幸福生活
指数不断提升。

在米粮川的红卫村和光明
村，雨污分流和污水处理厂项
目正在如火如荼进行。“这两个
项目几个月后就能建成投用，
不仅可以解决集镇污水处理能
力不足问题，还会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质量。”
米粮镇镇长高宗民说，“全镇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难点和
堵点，以‘厕所革命’和生活垃圾处理为重点，通过在 18 个村

（社区）实施改房、改厕、改圈等项目，推动和美乡村换新颜。”
“当时，全镇第一批卫生厕所改造放在我们村，我们通过召

开群众会，讲解卫生厕所的好处和补贴政策，很快就得到了 17
户农户的支持，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了改造。你们看那边，一
座座独立的卫生厕所，既干净又洋气。”光明村党支部书记王年
有指着路边新修建的厕所说。

为治理乱堆乱放、乱搭乱建等“顽疾”，绘就和美乡村底
色，米粮镇结合“干净镇安”建设目标，聚焦道路、河流、田园、
庭院、集镇等重点领域、重点部位，严格落实“三长制”和农户
门前“三包”责任制，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志愿服务队、公益性
岗位人员作用，常态化开展“扫干净、摆整齐”活动。同时，将
人居环境整治纳入村规民约，定期对“五乱”问题进行“大曝
光”，积极激励群众学典型、争先进、当模范，引导广大群众从

“看”到“干”的有效转变。
和美乡村创建以来，米粮镇对七里峡、界河、米粮川等 3个

集镇进行了综合改造提升，修建污水处理厂 2处，打造秦岭山
水乡村示范村 7 个、休闲娱乐“口袋”公园 3 处，修建村级公厕
18座、旅游公厕 1座，改造土坯房 51户、卫生厕所 882户，配置
垃圾清运车 18辆、垃圾箱 28个，开展“大曝光”2场次，集中拆
除乱搭乱建 172处、整治乱堆乱放 186处。同时，评选“五美庭
院”54户，推荐“绿色家庭”8户，有力有效推进和美乡村和“干
净镇安”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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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商州区牧护关镇紧抓时间节点，以食用菌产业
致富带头人为示范引领，积极引导相关村（社区）进行菌袋
加工，助推全年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

3月 12日，走进秦岭腹地的商州区牧护关镇，不时见到当
地群众忙碌制作菌袋的场景。在秦关社区的商州区恒兴圆农
业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牧护关食用菌基地，更是一派忙碌
的景象，企业负责人赵燕一边察看大棚里菌袋的养菌情况，一
边指导群众进行菌袋加工等事宜。

“我们的平菇再有 1个多月就要上市了，主要销往上海、杭
州、南京等地，年产值700多万元。我们会回收全区的废旧食用
菌袋，然后再加工、再出售，保护了当地环境，经济效益也可观。”
赵燕说。

2017 年，该公司在区委、区政府食用菌产业扶持政策及
苏陕扶贫协作项目资金的支持下建成投产，主要以发展反季
平菇为主，每年菌袋产量在 200 多万袋以上。企业吸纳当地
100 多名劳动力常年在基地务工，还带动秦关、秦川、秦政、铁
炉子等村（社区）发展食用菌产业。

“在这儿干活能管上孩子，能管上家里老人，多劳多得，
一个月挣 3000 多元，一年能干上十来个月。”秦岭村村民张
亚娟说。

“每年春季开始生产，边做棒子边生产，蒸好以后灭菌、接
种，然后就要出菇了。一年加工 20 万袋，很实惠。”秦关社区
产业大户陈民乾说。

牧护关镇持续把食用菌产业作为促进群众稳定增收的关
键举措，今年预计产量 1300 万袋，涉及秦关、秦岭、香铺、西
沟、黑龙口等 10 个村（社区）。目前，辖区大部分食用菌基地
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制棒、养菌等。

“下一步，牧护关镇将依据各级扶持政策，加大帮扶企业力
度，助力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促进群
众增收致富，进一步夯实乡村全面振兴的产业基础。”牧护关镇
党政办主任牛益倩说。

菌棒加工促增收
本报通讯员 董旦旦

村民在加工菌袋村民在加工菌袋

33月月99日日，，古城镇四联村村民用旋耕机耕地古城镇四联村村民用旋耕机耕地。。

本报讯 （通 讯 员 王 敏）乡 村
农 时 不 等 人 ，又 到 农 家 赶 春 耕 。 3 月
15 日 ，在 洛 南 县 保 安 镇 的 田 间 地 头 ，
村 民 们 正 忙 着 把 马 铃 薯 切 块 、点 播 ，
一 幅 春 耕 画 卷 扑 面 而 来 。

保安镇围绕“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发 展 目 标 ，立 足 自 身 优 势 ，深 挖 发 展 潜
力，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早部署、早
准备、早组织，引导各村大力发展地膜马
铃薯。在保安镇东湾村、庙底村地膜马

铃薯田里，镇农业综合服务站技术人员
通过现场讲解、示范，大力推广“ 机械化
起 垄 +地 膜 覆 盖 +打 孔 播 种 ”技 术 ，指 导
群 众 科 学 种 植 。

今年，保安镇将发展马铃薯约 6000

亩，在庙底村、许庙村打造 500 亩马铃薯、
特色玉米套种集中连片示范点，调动群
众种植积极性，大力发展特色示范种植
项目，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不断增加农
户 收 入 ，铺 就 产 业 振 兴 富 民 路 。

保 安 镇 发 展 马 铃 薯 6000 亩

33月月1212日日，，丹凤县农技中心丹凤县农技中心、、丹凤县老科教协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丹凤县老科教协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在龙驹寨街道古城村古城岭小麦集中种在龙驹寨街道古城村古城岭小麦集中种
植示范区开展麦田化除防治示范活动植示范区开展麦田化除防治示范活动。。目前目前，，全县化除防治麦田超过全县化除防治麦田超过10001000亩亩。。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刘春荣刘春荣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