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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看春耕。眼下气温回暖，大地回春，正是春耕备耕的重要时节，为确保农业生产开好
局、起好步、谱好篇，连日来，我市各地坚持早谋划、早动员、早部署、早行动，有序引导群众多措并举、全力以赴推进春
耕生产工作，保障春耕生产“开门红”。

本报讯 （通讯员 吴 昱）一年好景看春耕。眼
下正是春耕备耕的重要时节，山阳县杨地镇多措并举、
全面落实春耕生产工作安排部署，吹响春耕备耕“集结
号”，为实现农业增产增效增收开好头、起好步。

杨地镇成立由党委书记任第一组长、镇长任组长，
相关领导干部任成员的粮食生产领导小组，围绕“粮食
稳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这一主题，因地制宜部署今
年春耕生产各项工作。组织各村（社区）利用村村响、
宣传栏和入户宣讲等多种形式，加强对“种粮补贴”“农
机购机补贴”“撂荒地整治”等政策宣传，让群众了解春
耕生产各项惠民政策，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强农户
春耕春种信心。新流转土地发展烤烟 1800 亩，同时，
加强对白马高山乌洋芋、羊肚菌等特色产业的技术指
导，实施海螺松科管 2 万亩，大石头百亩葡萄产业园、
白马五味子基地等特色产业进行春季田间管理。全镇
新整治撂荒耕地 320 亩，新修产业路 6.2 公里；为各村
购置旋耕机 12 台，新建烤烟炉 20 个。全面开展辖区
农业灌溉设备检查，及时清淤堵塞渠道，确保后续生产
用水有效保障。目前完成破损老化水管更换 3 公里，
修复蓄水池 5个，疏通灌溉渠道 3公里。

下好春耕“先手棋”

吹响生产“集结号”

本报讯 （通讯员 高 鸿）
近日，丹凤县武关镇梅庄村千亩茶
园建设项目正式启动。

梅庄村与“茶乡毛坪”相邻，群
众自古有种茶的习惯，也有一定的
种茶经验。这里气候温润、山高清
明、水流秀长、土壤酸碱度高，适宜
发展茶叶。

丹凤县农技中心自 2021 年 7
月包抓梅庄村以来，高度重视村
子产业发展，多次邀请专家前来
调研、谋划，加强产业升级转型，
制定茶叶产业发展总体规划。争
取 资 金 100 万 元 ，制 定 了 三 年 发
展 茶 园 5000 亩 的 规 划 。 截 至 目
前，全村 7 个组已发展茶园 3800
多亩，标准化茶园面积 320 亩，部
分群众已获收益。2023 年，该村
还确定了千亩龙井茶叶种植发展
目标，将在蒋庄组种植 600 亩，在
石 佛 寺 种 植 400 亩 ，其 余 各 组 以
补 种 为 主 ，不 断 扩 大 种 植 面 积 。
时下，已购置龙井茶优质良种 2 万
公斤，村上紧抓春季有利时机，组
织动员干部群众按照标准化种植
模 式 加 快 播 种 进 度 ，确 保 千 亩 茶
园建设项目顺利实施。

下 一 步 ，丹 凤 县 农 技 中 心 继
续采取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公司+农户”模式，通过
茶叶产业发展建成集种植、加工、销售、旅游观光、特色
民 宿 为 一 体 的 产 业 发 展 新 态 势 ，帮 助 将 该 村 打 造 成 现
代农业特色村庄。

梅
庄
启
动
千
亩
茶
园
建
设

近日，天气回暖，丹凤县峦庄镇峡河村长青组王忠义夫妇忙着种植猪苓。近年来，峦庄镇聚焦中药材产业发展，
逐渐形成以天麻为主导，其他中药材为支撑的中药材产业发展格局。 （本报通讯员 王盈琳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白明鹏）大地回
春，农事渐起。时下，柞水县各地陆续进入
春耕春种时节，广袤的田野生机勃发。

在柞水县农技中心联系的门店仓库内，
春耕所需的化肥、农药等农资产品堆放整
齐，工人们紧锣密鼓地将一袋袋农资装车。
这些农资将被送往凤凰镇、红岩寺镇等地，
供给村组经营网点。忙碌的仓库内，还有前
来监督检查的纪检监察干部的身影。

“目前县上库存玉米种子 11.2 万公
斤、化肥 6000 吨，基本可以满足春耕期间
的需求。”县农技中心工作人员颜秀芳说，
县农村农业部门将继续做好市场调查和分
析预测，组织好调运配送工作，充实基层网
点货源，保障各类农资供应。

柞水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资供
应、农业技术服务、惠农政策落实等关键环
节，深入田间地头、农资销售点及相关职能

部门，及时发现和解决影响春耕春种的问
题，督促职能部门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顺利推进。

“老乡，春耕的种子、化肥都买齐了
吗？今年的价格如何？”梯田田埂边上，柞
水县纪检监察干部张宸熙向正在地里劳作
的凤凰镇龙潭村村民陈清根问起了春耕春
种情况。

“今年我打算栽种梯田玉米，籽种已

经备足了，化肥、农药在镇上就能买到，
价格和往年差不多。”陈清根一边修整田
埂一边说。

乡村振兴，农业先行。柞水县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将继续立足“监督的再监督，检
查的再检查”，靠前监督，督促各级各部门
强化责任担当、认真履职尽责，对农业生产
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排查，做到监督在一线
推进，问题在一线解决。

全 程 监 督 护 春 耕

本报讯 （通讯员 陈绪荣）当前，春季食用菌生产管
理进入关键期，国家科技特派团食用菌产业专家组组长、湖
北省十堰市农科院（农技中心）党委委员、副院长吴平华研
究员带领团队成员连续几天深入镇安县开展春季木耳、香
菇、羊肚菌种植技术实训、新品种培育、专家站运行和本土
人才团队建设等工作。

2022 年，食用菌产业专家组帮扶镇安食用菌产业发
展效果显著，专家团队与镇安县各食用菌基地、产业大
户、专业技术骨干结成帮扶对子，帮带本土科技骨干人员
52 名。对接帮扶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涉农企业等新型
经营主体 25 家，举办各类培训 5 期，培训本土人才、合作
社负责人和农户 200 多人次，帮带培养致富能手 300 多
人，并代表吉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研究
所与陕西秦绿食品有限公司、商洛丰菇源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签订了吉黑 6 号、黑保 1 号等 5 个黑木耳，L808、238-
H 等 10 个香菇新品种使用授权，实现了镇安县食用菌品
种优良化和更新换代。

“我们团队每次都争取利用有效时间，主动谋划，在
食用菌种植重要时间节点做到直接进到各种植基地精
准指导施策，助力镇安县食用菌产业发展。”吴平华研究
员介绍，首先是做好发展“引路人”，摸清底子，找准路
子，确定产业发展目标；其次是做成果应用“推广人”，将
一批新模式、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推广应用到生产
中；三是当好实用技术“传授人”，利用田间讲解、地头培
训等多种途径，加强本土人才“传帮带”工作，达到“培育
一人、致富一家、带动一片”的效果，践行“把论文写在田
野大地上”的科技使命。

科技服务到田间

本报讯 （通讯员 陈乾宝 陈代妍）阳春三月，春
暖花开。镇安县木王镇开启了中药材产业助力乡村振
兴之路，带动群众致富增收。

农户勤劳苦干，争当发家致富“小能手”。眼下，正
是黄精、猪苓等中药材的收获时节，走进种植大户马云
保的院子，琳琅满目的中药材映入眼帘，细数一下，约有
10 多种中药材在院里晾晒，这些中药材经过采收、清
洗、加工、切片、烘干、晾晒等一系列工序后就可以“走出
大山”进入“城市”。马云保高兴地说，自 2018 年开始，
他便开始尝试种植黄精、猪苓，现在也算得上“土专家”，
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他已不满足自己种植的产
量，于是打起了收购的主意。在他的带动下，全村 20多
户农民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年收入均超过 2万元。今
年开春以来，马云保共收获黄精 3000 公斤、猪苓 3500
公斤，这些经过初加工的中药材已经通过订单销往河南
等地。如今，马云保已经不再是往日的“贫困户”，而是
远近闻名的“有钱户”。他通过自己的热血和辛勤汗水，
在家乡这片土地上奏响了一曲动人的致富之歌，成为远
近闻名的致富能手。

党小组示范带动，成为产业发展“领路人”。为了
促进天麻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长坪村成立
了天麻产业培育加工产业党小组，积极
推行“党支部+党小组+农户”的模式，
依托蜜环菌扶贫加工厂，带动农户发展
天麻、猪苓等中药材种植，通过菌种研
发、培育、种植、加工和销售一体化模
式，形成了一条以质量为核心，以技术

为主导，以提质增效为目标的生产链条。同时，党小
组还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提高了天麻、猪苓
产量，获得了稳定的销售渠道，解决了种植户的后顾
之忧，带动了群众持续增收。据介绍，目前长坪村扶
贫工厂年生产蜜环菌 6 万瓶左右，培育优质天麻种子
500 多公斤，吸纳贫困劳动力 50 多人，培养技术人才 5
个，集体经济增收 2 万多元。

村级培育特色，打造产业振兴“新高地”。在产业振
兴的带动下，长坪村依靠猪苓、天麻种植资源，将原本贫
瘠的土地变成了沃野，在长坪村，家家户户的院落里都
晾晒着猪苓、天麻等中药材，渐渐
地群众的钱包也“鼓了起来”。随
着近几年种植规模的扩大，长坪村
形成了一条以种植、加工、收购、销
售完整的中药材产业链，带动全村
140 户发展天麻 6000 窝、猪苓 2.4
万窝、黄精 50 亩，人均增收 3000
元，现在中药材成了
长坪村发展致富的

“金钥匙”。

打 造 中 药 材 产 业 链

本报讯 （通讯员 刘 莉）
三月，天气渐暖，商州各地都在
紧张有序地进行春耕作业。与
此同时，很多作物也迎来了收
获期，春耕撞上春收，让农户提
前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

在麻街镇王河村的天麻种
植基地里，只见村民喻丑娃头
戴草帽，熟稔地用铁锨剥开菌
坑土壤后，再用小锄头挑开菌
材棒，一瞬间，色泽莹润的天麻
个个探出小脑袋，向人们炫耀
着自己良好的长势。看着这些
破土的天麻，村民们小心翼翼
地将个头大的、长相饱满的采
收出来，个头小的又顺带铺在
菌材棒周边，等着冬季长成后
继续采摘第二茬。

“当时镇村干部号召我们
种天麻，说王河村适宜种植，经
济效益还好。但投资不小，也
没见到收益，大多数人就不愿
意种。现在货商来收天麻了，
一看长得好，后悔当初没多种
呀。”望着这些丰收的天麻，喻
丑娃禁不住感慨万千。

乡村要振兴，说到底是产
业的振兴，是当地群众鼓鼓囊
囊的钱袋子。为了让村民的
钱袋子鼓起来，今年以来，在
帮扶单位区融媒体中心的支
持下，王河村“两委”与驻村工
作队不等不靠，多方跑项目、
争取资金。截至目前，已争取
配套资金 50 万元，即将用于
中药材示范基地的建设。

田间地头，依旧是一派忙碌的景象，或耕地，或播
种，或铺膜，或采摘……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一树树
山茱萸花开得正盛，勤劳朴实的王河人在不断努力着，
他们能走出一条集中药材种植、畜牧业发展等各种产
业齐头并进的联动立体经济模式。

春
耕
撞
春
收

田
间
春
意
浓

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春 回 大 地 暖 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春 耕 生 产 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