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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争日，夏争时。小麦能否及时收割是农民最
为关心的事。为助力夏粮抢收，全市农业农村系统
迅速研判形势，科学拟定应对措施，逐级组建应急抢
收作业服务队，进一步提高机收作业效率，有力有序
保障小麦抢收工作。

6 月 1 日清晨，天刚刚放晴，在丹凤县龙驹寨街
道古城岭粮食规范化生产示范区，一台联合收割机
穿梭在成熟的麦田里，争分夺秒地抢收夏粮。丹凤
县农技中心和农机中心的工作人员早早来到麦田
边，认真查看麦子成熟程度，指挥农业机械有序收
割、运输小麦。

“天气预报近两天还要持续降雨，今天我们专门
组织农机合作社紧急抢收古城岭 355 亩小麦。目
前，县农业农村局已组织 12 支队伍，对全县已成熟
的小麦进行抢收。我们还组织全县 3 家大型农机专
业合作社发动群众，及时利用人力以及小型机械进
行抢收，确保全县粮食安全。”丹凤县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余涛说。

今年丹凤县种植小麦面积 7.4 万亩，预计 1000
多亩可实现机械化收割，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多。当
日下午 5 时许，天空又下起了小雨，收割机依然在轰
鸣中抢收小麦。

6 月 2 日，山阳县色河铺镇下起毛毛细雨，在峪
河村毛岭组村民李忠玲家的麦田里，一台小型联合
收割机正在作业。李忠玲和家人用蛇皮袋子接着已

经脱好的麦粒。看着粮食装满袋子，一家
人脸上露出了收获的喜悦。

李忠玲告诉记

者：“多年没有种过麦子
了，今年种了 2 亩地。本
来还发愁，想着下雨了麦子
收不回来了，幸亏有这收割
机，1 个多小时就帮我们收完
了 4 片地的麦子。这要用人工
收割得四五个人忙好多天，费
用高还收得慢。今天这就可以
直接拉回家晒，既方便又快捷。”

色河铺镇峒峪村党支部副书
记武学宏说：“虽然今天下着雨，我们仍
然动用收割机抢收小麦，在和连阴雨赛
跑。针对当地种植面积小、土地高低不平整
等实际问题，5 月份我们农机合作社就购买了
小型联合收割机，专门解决麦收季节农村劳动力
缺乏和抢收不及时难题，今天一天就可抢收 15 到
20亩小麦。”

据市农业农村局数据显示，山阳县今年种植小
麦 10.6 万亩，截至 6 月 2 日晚，全县总种植面积的
27%已抢收完毕。

市农业机械管理局局长袁伟说：“今年，全市小麦
种植面积是 53.4 万亩。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已作了
安排部署，制定了政策，包括购置了 24台割晒机，就
是为夏收作准备。今年的夏粮抢收，农机的使用大幅
减轻了群众劳动强度，提升了夏收夏种效率。目前，
全市收获小麦 4.6 万亩，其中机收 2.19 万亩；油菜现
在收获了 2.4万亩，机收了 0.78万亩。从这些数据来
看，农业机械的使用，是粮食安全的有力保障。”

“今年的花开得好，蜂蜜肯定更
甜！”高罗子看着山间遍开的鲜花，笑
着对妻子说。

初夏时节，笔者走进柞水县杏坪
镇天埫村中蜂养殖基地，只见蜜蜂嗡
嗡地飞来飞去，微风中夹带着阵阵香
甜的气息。蜂农们熟练地打开蜂箱
查看，厚厚的蜂巢在阳光下格外耀
眼。

天埫村地处秦岭腹地，林草资源
丰富，生态环境优美，满山繁花遍野，
为蜜蜂提供了理想的蜜源。

“我刚到村上的时候，看到村民
经济来源靠种山地、挖野菜，一年到
头赚不了几个钱。”商洛市烟草专卖
局（公司）柞水县局（分公司）驻村第
一书记张建勃说。

为了让村民过上好日子，驻村
工作队按照“因地制宜、靠山吃山、
依山致富”的发展理念，深入走访调
研，理清帮扶村产业发展规划，不断
探求致富之道。经过多次讨论后，
最后一致决定养蜂。

今年 60 岁的村民高罗子患有疾
病，无法外出务工，无固定收入，生
活困难。2016 年，在驻村工作队的
帮扶下，高罗子养了 30箱蜜蜂。

“第二年我收蜂蜜近 280 公斤，
收入 2 万多元，加上国家每箱补助的
300 元，总的来说，我很满意。”高罗
子说，“最忙碌的是采蜜期，抖蜂、摇
蜜、取蜜，各个环节都要一丝不苟，
虽然麻烦，但心里特别甜。我的土
蜂蜜货真价实，不愁销路，年年供不
应求。每到收蜜季节，我的蜂蜜就提前被邻居
和网上的老客户抢购了。”

家乡环境好，蜂蜜品质好。经过6年发展，如
今高罗子养殖的蜜蜂已达120多箱，他也成了附
近小有名气的“养蜂专家”。

“槐花蜜不容易结晶，油菜花蜜存放两天就
结晶。在低温时，椴树花蜜搁置 8 至 10 天就结

晶了。我通过看、闻、尝，就知道是
纯蜂蜜还是掺了东西的。我们要把
优质纯正蜂蜜销往更远的地方，让
更多的人吃到纯正的放心蜂蜜。”高
罗子自信地说。

“今年，是我们养殖蜜蜂最多最
好的时候，有点忙不过来。”高罗子
说，“我想把分出来的蜂群转一部分
给邻居，并会免费教技术，让乡亲们
和我一样过上好日子。”

蜜 蜂 养 殖 让 高 罗 子 一 家 脱 了
贫，也让乡亲看到了致富的希望。
张建勃介绍，2020 年，天埫村成立了
养蜂专业合作社，通过积极探索，已
经带动发展社员 20 多人。目前，合
作社已发展为集蜜蜂养殖、蜂产品收
购加工与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
业化合作社。天埫村养蜂基地有浓
缩灌装加工车间，合作社现有洋槐
蜜、枣花蜜、荆条蜜、蜂王浆、花粉等
产品，并注册了商标，有自己的品牌。

目前，天埫村有 10 多户规模养
殖的蜂农，养殖蜜蜂 600 多箱，村民
年增收 80万元左右。

2022 年，商洛市烟草专卖局（公
司）柞水县局（分公司）组织党员志愿
者深入天埫村开展慰问孤寡老人、受
灾群众等志愿活动 20 多次，捐赠帮
扶资金 2 万元；积极构筑“党支部＋
产业＋脱贫”模式，发展种植产业，壮
大集体经济，指导种植烟叶 280 亩，
养殖蜜蜂 600箱，产收 160多万元。

“ 蜜 蜂 养 殖 鼓 起 了 村 民 的 钱
袋 子 ，也 为 山 区 产 业 振 兴 提 供 了

新 思 路 。 下 一 步 ，商 洛 市 烟 草 专 卖 局（公
司）柞 水 县 局（分 公 司）将 依 托 山 区 自 然 资
源 和 生 态 环 境 ，不 断 探 索 村 民 增 收 致 富 新
路 径 ，深 入 践 行 新 时 代 国 有 企 业 责 任 与 担
当 ，助 力 帮 扶 村 百 姓 过 上 舒 心 的 好 日 子 。”
商 洛 市 烟 草 专 卖 局（公 司）柞 水 县 局（分 公
司）局长（经理）王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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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啦，开会啦！”5 月 22 日下午，随着一
声吆喝，洛南县四皓街道连河村三组的党员和
周围的村民都聚到第三党小组组长白麦全的
院子里。

农家小院，几条板凳，一杯清茶，党员群众
围坐在一起学政策、议村事。这是连河村党支
部立足实际，引导在家党员发挥作用、助力乡
村发展的一幕。像这样的院落会，在连河村各
个片区总会不定期地召开。

同心助农

乡村要振兴，首先要凝聚人心。在驻村工
作队的指导下，连河村党支部从建章立制着
手，制定了“书记带头示范、干部严格规范、党
员先锋模范”的创先争优目标，建立“工作队
员+村干部”包片、领办项目、党员干部日常管
理、首问负责等系列制度。丰富党员教育形
式，打出“外出学+家门口学”的“组合拳”，组织
党员到丹凤马炉、柞水金米、商州北宽坪等地
参观学习，开眼界、扩思路。通过分片区召开
党员院落会宣讲政策、组织学习的形式，及时
将新政策、新思想、新要求送到党员家门口。
坚持“老带新、熟带生”的思路，用制度管人、用
诚意暖心，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结合村级网格化治理，连河村将党小组建
在网格上，开展党支部抓总、党小组联建、党员
带头的方式，结合工作实际设立防汛救灾、环
保卫生、政策宣传、矛盾调解、项目监督等岗
位，全面参与防返贫动态监测、防火巡山、矛盾
排查等中心工作，涌现了 20 多名爱岗敬业、环
保卫生的“连河之星”以及一批党员“技术骨
干”。“归雁”黄胜利、雷利峰带动群众发展养
牛、养蚕产业，“雏雁”赵莉萍在村班子中履职

尽责、成长迅速，连河村的“雁阵队伍”也初具
规模，每名党员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全村发展
助力赋能。

联农兴产

位于连河村十五组的木耳农旅融合产业
园大棚里，一袋袋菌棒首尾相连，长势喜人。
大棚旁边，一排排菌棒码放整齐，十分壮观。

“今年的菌包比去年育得好……”在木耳基地
务工的党员老韩高兴地说。

一 年 多 以 前 ，这 里 还 是 一 片 撂 荒 地 。
2021 年冬，村党支部利用新修通组路的有利
条件，精心谋划、科学论证，确定了发展木耳
的路子。一期建成 10 万袋木耳种植基地，
共有标准化木耳大棚 3 个、地栽 7 亩，配套专
业的喷淋及排水系统。积极推行“党支部+
集体经济+乡土人才+农户（脱贫户）”运营
模式，即党支部领办、股份经济联合社经营、
乡土人才参与建设、脱贫户入股收益。在管
理上，邀请专家实时指导，解决首次种植无
技术的问题。聘请专人对基地进行 24 小时
全天候管护，破解村集体经营“说的人多、干
的人少”的难题，带动周边 100 多户群众就
近就业增收。随着产业园的规范化，十五组
人 居 环 境 也 有 了 极 大 改 观 ，撂 荒 地 变 成 了

“聚宝盆”。
在发展木耳产业的同时，村党支部制定了

产业发展规划，着力打造“三业一厂两基地”，持
续巩固蚕桑、中药材、核桃三大传统产业，扩大
富民油脂厂规模，全力打造木耳、五味子两个产
业基地，通过引入新业态、新机制，为发展增添
新动能，产业活力不断增强，增收致富有力保
障。2022年，村集体经济收入30多万元。

聚力共建

硬化入户路，清理“三堆六乱”，栽种果树，
清理河道……连日来，连河村“十里长廊”休闲
度假区建设如火如荼。

村民谢真清的土坯房享受了危改政策，屋
顶修缮了，内外粉刷了，面貌焕然一新。村民
谢亚鹏实施了改厕，他说：“现在城里待惯了的
闺女回来，再不用嫌弃厕所脏了。”

庙上组组长胡万辉是党支部所派的项目监
督员，看着群众家门口一天一个样儿，由衷地说：

“这两年，中心组真的是赶上好政策了。建设秦
岭山水乡村，让咱农村人也能坐在院子里赏花，
坐在这竹林下品一杯清茶了，这才叫幸福呢！”

今年以来，村党支部与驻村工作队结合全
村发展实际，以开展“两改两转三促进”为契
机，围绕“在连河看什么”“能为群众带来什么”
为重点，走村串户、协调矛盾、对接需求、合力
谋划、携手共建，为村民争取最大利益。目前，
中心组打造生态休闲区 1 个，建成特色庭院经
济 6 家；山底组建“连河驿站”1 个，硬化入户路
60条，加固居民桥 6座，改厕 18户。

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了乡村振兴新的支撑
点。村民胡天华养猪运输饲料更方便了，准备
扩大养殖规模。环境变美了，村民胡载祥望着
车流人流，打起了开农家乐的主意……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离不开党的好
政策，离不开包扶单位的倾力相助，少不了党
员干部的坚持不懈。连河村党支部将持续用
力，与包扶单位开展组织联建、服务联抓，夯实
产业发展基础，提升治理效能，建设和美乡村，
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村党支部书
记王耀军说。

党群同心共建和美乡村
本报通讯员 寇鑫 齐斌

小麦覆陇黄小麦覆陇黄 农机抢收忙农机抢收忙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杨 鑫鑫

②②连阴雨天气使得抢收的麦粒水分含量较高连阴雨天气使得抢收的麦粒水分含量较高

③③山阳县色河铺镇李忠玲家的麦子丰收山阳县色河铺镇李忠玲家的麦子丰收

④④载满幸福与丰收载满幸福与丰收

①①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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