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刊部电话：2388252
[经济广角]2023年8月29日 星期二

五、六版责编：王尚锋 组版：赵雯 文波 校对：镇东 宇阳6

今年以来，我市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
坚守粮食安全底线，不断培
育壮大“菌果药畜茶酒”特色
产业，全力稳产保供，农业生
产总体平稳。上半年，全市
完成农业总产值 87.3 亿元、
增长 2.6%，实现农业增加值
48.4亿元、增长 3.5%。

渔业生产蓬勃发展

农业生产平稳。粮食生
产喜获丰收，2023 年，我市
夏粮播种面积 99.4 万亩，较
上年增长 0.64%；夏粮单产
每亩 203 斤，较上年每亩增
长 2 斤，增长 1%；夏粮总产
20.2 万 吨 ，较 上 年 增 长
1.62% ，增 速 居 全 省 首 位 。
中草药材种植面积和产量双
增长，上半年，全市中草药材
种植面积 44.83 万亩，同比
增长 6.4%；产量 8.37 万吨，
同比增长 4.2%。蔬菜及食
用 菌 产 量 稳 步 增 长 ，产 量
21.37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3.0%。园林水果生产向好，
园林水果产量 0.55 万吨，同
比增长 2.4%。

林业快速增长。造林面积
大幅提升，上半年，全市造林
42.1万亩，同比增长 72.3%。
林产品采集量稳步增长，上半
年，林产品采集量19755吨，同
比增长10.4%。林业产值快速
增长，上半年，林业实现产值
5.69亿元，增长 6.1%，高于农
业和牧业的增速。

畜 牧 业 生 产 下 滑 。 畜
禽 存 栏 量 减 少 ，截 至 6 月
底 ，猪 牛 羊 家 禽 存 栏 均 呈
下 降 态 势 ，其 中 ，羊 存 栏 量 降 幅 最 大 ，
下 降 5.32%，家 禽 下 降 3.78%，猪 、牛 分
别 下 降 2.57% 和 1.5% 。 畜 禽 出 栏 量 下
降，上半年，生猪出栏 450106 头，同比
下 降 0.28% ；牛 出 栏 14417 头 ，同 比 下
降 3.21% ；羊 出 栏 99684 只 ，同 比 下 降
7.44% 。 猪 牛 羊 肉 产 量 减 少 ，上 半 年 ，
全 市 猪 牛 羊 肉 总 产 量 40152 吨 ，同 比
下 降 0.86% 。 其 中 ，羊 肉 产 量 下 降
8.8% ，牛 肉 产 量 下 降 1.51% ，猪 肉 产 量
下降 0.43%。

渔业生产蓬勃发展。上半年，渔业实
现产值 5463 万元，增长 7.3%，增速居农、
林、牧、渔和农林牧渔服务业之首。

基础薄弱效益不高

农业生产基础薄弱。我
市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
的土石山区，15 度以上耕地
占 55%，土壤有机质含量低。
2022年，全市耕地质量等级
为6.24等，耕地处于中下等水
平，耕地质量等级不高。

食用菌发展不均衡。作
为我市特色产业之首，农民
增收的重要途径，各级政府
对食用菌的发展尤为重视，
但从 7 县区生产情况看，各
县区食用菌发展速度不均
衡。上半年，柞水县、洛南县
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分
别增长 14.2%、11.2%，虽然
其余县区均有不同程度的增
长，但增速较缓。

畜 牧 业 效 益 不 高 。 畜
牧业产业化水平较低，规模
养殖户和龙头企业数量少，
带动力弱，产业化链条短，
影响了畜产品的附加值和
综合效益，制约了畜牧业的
健康发展。

筑牢基础提升质效

筑牢农业基础。加强高
标准农田建设，加大撂荒地
整治力度，保持全市耕地面
积稳定，不断提升耕地质量；
突出“稳粮扩油”，千方百计
稳定秋播面积；积极实施秋
粮单产提升行动，扎实开展
草地贪夜蛾、玉米黏虫、玉米
大斑病等重大病虫监测防控
工作，确保秋粮丰产丰收。

持 续 推 动 特 色 产 业 发
展。持续扩大农业有效投资，以“菌果药畜
茶酒”为抓手，继续在扩规模、提质效、强品
牌、深加工、促融合上下功夫，推进特色产业
快速发展，为加快乡村振兴提供坚实基础。

加强政策扶持，提高农户生产积极
性。加大产业奖补政策宣传力度，全面兑
付补贴资金，同时发挥示范经营主体联农
带农作用，鼓励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收
购农户产品，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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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叔，我又来吃葡萄了，给我来 3 袋子。”8 月
19日，邻村的李先生打开车门，就扯开嗓子与商州
区夜村镇杨塬村党支部书记马刚超打招呼。

“快来先到房子凉快一下，喝杯水，我马上给
你装。”马刚超一脸憨厚的笑容，“你是常客，欢迎，
欢迎！”

商州区夜村镇绿洲果蔬农民专
业合作社百亩果蔬种植基地旁边，一
间 20 平方米的钢构房子，堆满了一
筐筐刚刚采摘的葡萄。取袋、分装、
称重，整个过程不足 2 分钟。这里是
李先生熟悉的地方，每年葡萄成熟季
节，他都无数次来购买鲜果馈赠亲朋
好友。

商州区夜村镇绿洲果蔬农民专
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1 年，共流转土
地 120 亩，起先以设施大棚蔬菜种植
为主，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近年来该合作社大力发展葡萄、樱桃
等 时 令 水 果 ，种 植 效 益 逐 年 提 高 。
2016 年，夜村镇绿洲果蔬农民专业

合作社百亩果蔬种植被评为省级农业科技实验示
范基地。

“我们先后引进夏黑、户太 8 号、早丰 6 号等葡
萄新品种，以及美早、早大果、抉择、先锋等大樱桃
新品种，年采摘葡萄 39 万斤、樱桃 4 万斤，可实现
年产值 160 万元。”在果园里，马刚超指着绿油油

的葡萄架说，“为了保证优质优果，我们投资了 480
万元，建成果蔬培育、应用滴灌、绿色防控秸秆生
物反应等栽培技术，实现果品生态化、绿色化。”

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园区+农户”的运营模
式，实行规范生产“五统一”，即统一技术标准、统
一采供农资、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收购储藏、统一
品牌销售，达到了提高产量、提高质量、提高效益

“三提高”和降低生产成本、降低生产劳动力“两降
低”目的。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了产业提质增
效，带动更多村民致富，马刚超甘当乡村振兴“领
头雁”、产业发展“排头兵”、群众致富“带头人”，他
主动邀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商洛市农科所等专
家教授，深入产业基地开展生产技术专题讲座 3场

（次），培训社员达 300 人（次），解决群众就业 150
人，人均年务工增收 1000元以上。

产业促增收，奏响振兴曲。如今，杨塬村的葡
萄成为产业振兴一张亮丽名片。“园子有我七八份
地，流转出去每年收入 600 多元。今年，我在葡萄
园务工挣了 2000 多元，比起过去传统耕种收入翻
了几番。”杨塬村六组村民李红良高兴地说。

小葡萄“串”起致富路
本报通讯员 张 宏

8 月 15 日，笔者来到商南县过风楼镇白玉沟
村，在制作“干豇豆”的小作坊里，只见工人们在锅
炉和沸水池旁忙碌，个个热得大汗淋漓。工人们
把新鲜的豇豆放入沸水池里，用沸水焯烫数分钟，
把豇豆烫熟，再捞出来整齐地摆放在箅子上，放在
太阳下晒干。

过风楼镇白玉沟村位于丹江边，土地肥沃、水
源充足、光照充沛，适宜种植时令蔬菜。而豇豆生
长周期短、产量高，市场价格稳、经济效益快，尤其
是加工后的干豇豆耐储藏，价格可观，是深受消费
者喜爱的农特产品之一。

白玉沟村 47 岁的村民简振海瞄准商机，在家
门口种起了豇豆，走上了发家致富快车道。简振
海说：“今年春上，我从村民手里流转几亩土地，再
加上自己家里的地，一共种了 20 多亩豇豆。豇豆

成熟了，如果不及时采摘，就会老了。在豇豆成熟
时，我会雇佣 10 多名村民帮忙采摘、晾晒，目前豇
豆采摘已经接近尾声。现在每亩地的产量大概在
2000 公斤，10 公斤新鲜的豇豆可以晒成 1 公斤干
豇豆，每亩地的收入是七八千块钱。”

“完全不用担心销路问题，干豇豆加工好以
后，由商南知名电商严峻上门收购。”简振海高兴
地说，“严峻给出的价格不低，计量也公道，特别感
谢他，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下一步，我将充分调
动村民的积极性参与产业发展，带领他们一起发
展特色产业，共同增收致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见到严峻时，他正忙着挑选从农户手里收购
来的核桃。他说：“商南一年四季都可以收到农特
产品，现在这个季节，正是收购干豇豆、干豆角、核
桃的时候。我会和周边的种植大户签订长期收购

协议，从他们手里尽可能高价把农产品收购回来，
他们高兴，我也乐此不疲。”

严峻说：“农村不缺好东西，缺的是销售渠
道。下一步，我还将继续通过抖音短视频、直播等
方式，把乡村的好东西传播到全国各地，帮助更多
的群众推广农特产品，在带动消费扶贫的同时，助
推乡村振兴。”

近年来，商南县大力实施“互联网+”特色农产
品出村进城工程，以农民为中心，充分发挥广大农
民群众的创业精神，引导和支持农民生产适合网
络销售的优质特色农产品。同时，建立健全利益
联结机制，培育一批乡村“直播达人”和“村红小
店”，带动农户特别是困难户参与农产品网上销
售，着力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带动农民持续增
收，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互联网+农业 产品销售不再难
本报通讯员 李 潇

春华秋实，岁物丰成。8 月 24 日，由省商务厅、中国蔬菜流通协会、商洛市
政府联合主办的 2023 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对接会（商洛站）活动在市体育运动中
心盛大开幕。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此次活动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市（区）和我市各
县区、商洛高新区的近 200家农产品企业参会参展，全国 110多家采购商线上线下
采购。核桃、木耳、茶叶、蜂蜜、手工挂面、手撕腊肉等 500多种农特产品汇聚一堂，
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味觉盛宴。广大参会参展企业积极开展交流洽谈、拓宽销
售渠道，为陕西农特产品插上了飞向全国市场的翅膀。

近年来，我市聚焦建设特色农业强市，举生态旗、念山字经，大力发展“菌果药
畜茶酒”特色产业，食用菌、木耳、核桃、中药材、肉鸡、冷水鱼等特色产业规模位居
全省第一；80 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位居全国地级市之首。我
市先后荣获“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全国食用菌产业发展示范市”“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样板市”等称号。

据了解，本次产销对接会除农特产品的展示展销外，还邀请与会采购商实地考
察商洛优质特色农产品基地资源条件、规模化标准化水平、质量控制及品牌建设等
情况，进一步推进农商互联、精准对接，让更多商洛绿色有机农产品走出秦岭、走向
全国、走向世界。

产销对接促消费产销对接促消费 畅通循环助振兴畅通循环助振兴
——2023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对接会（商洛站）活动掠影

本报记者 肖 莲

品尝丹凤葡萄酒

市民认真选购农特产品

产销双方交流洽谈 树叶凉粉受青睐

杨塬村党支部书记马刚超在采摘葡萄杨塬村党支部书记马刚超在采摘葡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