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式：雅杰

2024年3月25日 星期一
责编：张珍珍 组版：刘花 校对：崔渼 镇东4

本报社址：商洛市北新街西段59号 邮政编码：726000 办公室电话/传真：2313480 2325222 广告许可证：6125004000002 广告公司电话/邮箱：2317997 282833619@qq.com 定价：每月36元 印刷：商洛日报社印刷厂 电话：2312541

[乡村振兴]

春雨至，万物生。眼下正是烤烟育苗
的关键时期，洛南县各烤烟育苗基地积极
开展育苗工作。

“把这个烤烟种子均匀地摇在播种
器上，达到平均每个穴都有一粒种子。”2
月 27 日，在洛南县永丰镇阳光烤烟专业
合作社烤烟育苗大棚内，烤烟技术人员

王宝定正耐心地讲解烤烟育苗的注意事
项，身旁的自动化播种机在高效运作，工
人们则在技术员的指导下分工协作，基
质过筛、装盘、播种、摆盘、覆膜，有条不
紊地进行着。

近年来，洛南县烟草局以规范化操作
为基础，大力培育无病壮苗，提高烤烟育

苗成苗率和壮苗率，提升优质烟苗有效供
给能力，走稳集约化、专业化、商品化育苗
的经营之路。

“烟草公司为我们购置的播种机实现
基质装填、压穴、播种作业全程机械化，1
小时播种 2000盘，节省费用 240元，播种
效率和出苗率大幅提高。”永丰镇阳光烤

烟专业合作社社长白红
天高兴地说。

永丰烟站站长师文
祥表示，他们采用无土
漂浮育苗法育苗更高质
高效，可以培育出无病、
茎高、均匀一致的壮苗，
移栽后，烟苗的整齐度
好、根系发达，能有效减
少大田病害的发生。同
时，增加有效叶片数，有
利于顶叶开片，还可以
减少劳动力成本，从而
提高烟叶产量与质量，
增加经济效益。

“我们育苗基地有 2
个 12 联体、10 个三联体
大 棚 ，合 计 点 播 6.5 万
盘，可供 8070 亩烤烟大
田移栽。出苗后我们需
要做好控温、控湿、消毒

工作，确保苗子无病虫害，充足供应，让烟
农能按时移栽。”望着育苗大棚，师文祥眼
里充满了信心。

在商南县十里坪镇碾子坪村的供港
蔬菜基地里，旋耕机正在地里来回穿梭，
村民们在田间地头抢抓农时，有序地进行
施肥、播种。

据了解，使用旋耕机可以旋耕、起垄、
开沟等一次性完成，大大提高效率，节约
人力成本，增加土地收成。每台旋耕机一
天最少可以深耕四五十亩地，经过农机深
松整地可提高土壤的蓄水能力，改善土壤
结构，消灭部分杂草、减少病虫害、保障出
苗整齐均匀。今年，十里坪镇首次使用大
型机械助力播种土豆，省时又省力，也使
供港蔬菜项目向集约化、规模化发展迈近
了一步。

十里坪镇碾子坪村党支部书记张忠
堂说：“今年我们利用机械化耕作，重劳动
活儿都由机械来干，人工只需要做好管理
和轻便的活儿，一台机械一天要抵 50 名
劳动力，提高了效率，今年我们的供港蔬
菜全部实现机械化。”

十里坪镇是我市首家、全省第二家供
港蔬菜种植基地，2023 年，基地种植的优
质产品顺利通过深圳口岸摆上香港市民
餐桌。今年机械的加入也将更好地保障
供港蔬菜的品质和产量。

育苗种菜“加速度”
本报通讯员 廖 娟 毕波波 杜金晖 何 静

春回大地，天气转暖，眼下正是春耕的大好时节。在商洛广袤的田畴上，广大群众抢抓农时，
满怀激情地投入春耕生产，在充满希望的田野上绘成一幅幅生动的农忙画卷。

随着气温逐渐回升，我市冬小麦陆
续返青，进入春季管理的关键时期。田
间地头，农技专家施良方、科技助力、农
机轰鸣……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

3月 21日，在洛南县麻坪镇娘庙村的
连片麦田里，农技人员正在使用喷杆式喷
药机作业。长 4.1 米的“身躯”，自走式的
作业方式，使它可以对麦苗进行精准水肥
施用。“这种智慧农机喷雾范围广，水雾细
腻均匀，不仅省水，还能节省时间和人工
成本。”娘庙村党支部书记熊海锋说。

洛南县农技中心工作人员杨黎宏介
绍，娘庙村种植冬小麦 200 多亩，由于去
年秋淋的原因，播种时间推迟，今年在前
期的苗情调查中发现，麦苗长势稍弱，因
此在田间管理期间，主要是以叶面喷肥和
麦田化除为主。通过喷施叶面肥来促弱
转壮，从而保证夏粮丰收。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古城镇何村的一

片 麦 田
里 ，碧 绿
的 麦 苗 像
一 张 绿 色 的
地 毯 铺 开 在 大
地上。麦田上空，
一架无人机正在来回飞
行，细密的水雾伴随着轰鸣声洒
向田地，为麦苗送去成长的养分。大约半
小时后，近 50亩的麦田就完成了喷防。

种植户何超看着施了水肥后的麦田，
他对政府的好政策充满了感激。他说：

“我今年种了 450 亩小麦，要是没有农技
人员的帮助和科技技术的支持，人工手动
完成春季的施肥除草最少需要一周时
间。现在，有无人机助力，喷肥和化除一
次搞定，省心又省力。”何超对今年的丰收
充满了信心。

自一个月前，洛南县就抓早动快，加

强春季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发放农资农
机和植保器械，着力稳面积、增

单产，为做好全年粮食生产
夯实根基。

为保障春耕春播
顺利推进，县农技中
心及时制定小麦田
间管理意见，分类
施 策 ，促 控 结 合 ，
充 分 发 挥 科 技 和
先 进 农 机 设 备 力
量，向各镇办发放
农 业 植 保 器 械 320

台，出动无人机喷防
30 台次，集中开展叶面

喷肥、麦田化除等工作。
截至目前，全县开展冬小麦

浅耕划锄 8.2 万亩、借墒追肥 7.1
万亩、叶面喷肥 3.5 万亩、麦田化除 4.6 万
亩，全县小麦春管面积达 90%以上。

“返青后适时镇压，注意观察叶面变
化，做好干旱、倒春寒等防控……”日前，
在三要镇小麦田里，县农技人员向农户详
细讲解麦苗生长特点和管理建议。

农业科技护航春耕生产，农技人员
也忙着指导农业技术、培训农民。县农
技 中 心 组 织 农 技 人 员 组 成 3 支 技 术 服
务队，分为东西北三路，深入田间地头
把脉问诊，施良方、送良技，指导群众及
时精准落实各项增产技术措施，全力保

障粮食安全。同时，积极组织开展春季
田管培训活动 15 次，培训人员 1500 人
次，发挥专家技术人员作用，打通技术
服务“最后一公里”。

除了有良机、良田，优良品种也是粮
食丰收的关键因素。近年来，洛南县在种
植、管理技术方面下足功夫的同时，不断
开展调查监测，根据小麦收获结果，在全
县推广伟隆 169 号、郑麦 1860 号、汉麦 7
号三个优良品种，并根据各镇不同生态条
件精准供种，实施统防统治，努力提升小
麦亩产量。

“农技人员给我们村推荐了杨凌的伟
隆 169号，这个品种丰产性好、品质优，抗
逆性强，适应不同气候和土壤条件，目前
的小麦幼苗长势不错，我们对丰产有信
心。”三要镇永坪村党支部书记韩军凯说。

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从苗情调
查到土壤测试，从肥水运筹到病虫害防
治，我们的小麦春管采取因地因苗分类的
科学管理，通过这段时间春管措施的落实
到位，目前全县小麦苗情长势明显好转，
土壤墒情适宜，田间少有干叶或叶片发黄
现象，小麦生长持续向好，夏粮丰收很有
希望。”县农技中心副主任杨忠锋介绍说。

事实上，近期在商州、商南、镇安等县
区，农技人员积极加强小麦病害巡查防
治，开展农作物科学管护技术培训，指导
农民适时开展春耕生产，为夏粮丰收打下
牢固基础。

小麦田里管护忙
本报记者 王倩 谢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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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5 日，山阳县高坝店

镇富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
传来阵阵歌声。循声而去，原
来歌声是从社区老年大学传
来的。30 多名老年“学生”在
这里学习书法、绘画、二胡、乒
乓球、舞蹈等科目，老人们沉
浸在歌声里，或下棋或画画，
其乐融融。

为 了 让 全 县 更 多 老 人 实
现“ 老 有 所 学 、老 有 所 教 、老
有 所 乐 、老 有 所 为 ”，山 阳 县
不断创新探索“家门口”老年
大 学 建 设 ，推 进 老 年 大 学 向
基 层 延 伸 ，让 老 年 人 出 家 门
就 能“ 进 校 门 ”，满 足 他 们 的
精神文化需求。

“在农村，仅仅解决吃饭和
医疗是不够的，还应该考虑老
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精神慰
藉，在参与文化和公共活动方
面我们一直在积极创造条件。”
富桥社区党支部书记南华川
说，“如今，这里已成为周边老
年人学习知识、安享晚年和发
挥余热的乐园。”

“老年大学的老师来教我
们唱歌、跳舞、画画，并和我们
一起下棋、打乒乓球、拉家常
等，丰富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
感觉不孤单，大家都很满意。”
说到如今的老年生活，刘冬凤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是高坝人，平时喜欢练
练字，老年大学创办之初，社区
就找到我，让我来这当书法老
师，开始还有些担心教不好，没
想到大家都很认真积极，一有
空都来这里交流学习，为了提
高大家的积极性，这里还设置了学员优秀成果展示区。”书
法老师刘德勇说，“社区还定期邀请县老年大学老师来授
课，在这儿教学不仅提升了自己，还交到很多新朋友。”

据富桥社区老年大学校务委员王卫艳介绍，为进一步
满足群众休闲娱乐多样化需求，今年，社区将增加一个棋牌
活动室，开设象棋班，扩展老年大学课程设置，更好地丰富
辖区老年人业余文化生活。

据介绍，富桥社区老年大学于 2021 年 10 月创办，学校
建筑面积 2000 多平方米，配有专业练功舞蹈室，配备了二
胡、手风琴、电子琴等乐器，开设了戏曲、舞蹈、书画、乒乓球
4个教学班，累计招收学员 65名，举办活动赛事 16场，参与
人数 800人次。

“老人在学习、娱乐之余，还可以来隔壁的农家书屋看
看书。”跟着南华川，我们来到隔壁的书屋。只见书架上各
类图书琳琅满目，内容涵盖惠农政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
农业技术、医药卫生等方面。村民三五成群围坐在书桌旁，
沉浸在各自喜爱的书籍中。“自从这个农家书屋建成后，我
们闲暇时间就可以来这里看看书，学习一些种植、养殖方面
的知识。”老人们对家门口的书屋赞不绝口。

“我们社区搬迁群众多，平时文化生活比较单一。今
年，社区将继续整合文化资源，发挥书屋平台作用，营造全
民读书、终身学习的良好社会风气，吸引更多社区群众走进
农家书屋，多读书、读好书、用好书。”南华川介绍，目前，书
屋藏书 300 多种、3700 多册，并配备专职图书管理员 3 人、
兼职管理员 6 人，书屋全年无休，全天开放。自书屋建成
后，累计开展医护类知识讲座 20 多次、农业知识培训 15
次、各类技能培训 30多次，帮助社区以及周边镇村 3000 多
人充实自己、提高就业竞争力，400 多人实现了技能就业。
2023年该社区荣获商洛市“文明社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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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到处充满生机。3月 12日，记者来到商州区
杨斜镇月亮湾村，只见几个孩童在合力推转村文化广场中
间的石碾子，老远就能听见他们的笑声。

说起这个老物件石碾子，月亮湾村党支部书记张邦学
说：“它有着很古老的历史，修建广场时将其安装在广场中
央，展示了过去人们用它磨面粉、碾稻谷、碾辣子等劳动过
程，这也成为我们村的特色之一。”

说起村上的变化，村民刘俊感受尤为深刻。他以前在
外地打工，但常年在外务工让他心里不踏实，觉得不是长久
之计。于是，2022年他回到家乡，看到村上交通、环境各方
面越来越好，经过深思熟虑，他选择在村里创办纯粮酿醋
厂。商州区林业局驻月亮湾村帮扶工作队知道他有这个想
法后，极力支持其创业。经过一年的发展，刘俊生产的“月
亮湾香醋”已经走出商州，进入西安市场。

除了香醋，月亮湾村的产业发展多面开花。在村上的
千牛食用菌工厂化养菌项目车间，工人们正忙着养菌、栽
培、采收。项目自 2021 年开始建设，目前养菌房已基本建
成。有科技加持的养菌房可以自由调控温度，打破了食用
菌生产的季节限制，实现食用菌全年无间断生产。据了解，
去年村上新建银耳自动化生产车间，当前又发展养蜂产业，
种植天麻、菊芋、连翘等作物，同时动员群众发展庭院经济
种植樱桃树……多种产业发展让村民看到了致富的希望。

如今走在月亮湾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座整齐美观的
民居、一户户干净整洁的庭院、一条条宽阔平整的村组路。

“我每天都会打扫村上的卫生，看着村里的变化有我参
与，别提多激动了。”村民张小英说，以前村上年轻人都出去打
工了，只留下年龄大的人，自从村上组织房屋改造提升，改建
厕所，修建入户路和休闲广场等基础设施后，村上的变化吸引
了不少年轻人回乡创业，她对村里的发展也更有信心了。

“我们建设美丽乡村，既要发展产业致富，更要让村民
有不甘贫困的意识，有昂扬挺进美好新时代的精气神。”驻
村工作队第一书记郭勇说。为此，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
通过多种措施，教育引导群众树立勤俭节约、自强自立意
识，提升村文化环境建设，引导群众养成淳朴向上的民风。

“去年 11 月，月亮湾烈士集中安葬点被评为商州区青
少年红色教育基地。我们将更好地利用村上的优势，做好
红色遗址修复开发，发展红色产业，打造文旅融合、产业兴
旺、环境优美、宜居宜游的秦岭山水乡村。”郭勇说。

月亮湾里谋致富
本报记者 南 玺

眼下正是红仁核桃果树春季修剪的
最佳时机，洛南县抢抓时机，大面积开展
春季红仁核桃树综合管护工作，提升红仁
核桃等特色林果产业的经济效益，持续促
进林果产业的发展，有效增加农民收入。

3 月 11 日，春风和煦，暖意融融。笔
者在洛南县景村镇八一村的红仁核桃产
业示范园内看到，8 名来自渭南市猕猴桃
试验站的果树修剪技术人员，正在对商洛
市盛大实业有限公司红仁核桃产业基地
内的红仁核桃果树进行春季修剪，他们手
持剪刀在树枝上熟练地操作，园子里一片
紧张繁忙的景象。

“必须做到上稀下密、南边稀北边密、大

枝稀小枝密，多留花果枝，树形要剪得圆一
点。”来自渭南市猕猴桃试验站的果树修剪
技术人员毛成军边修剪边说道。

今年 47 岁的毛成军是渭南市临渭区
人，常年从事猕猴桃、核桃等果树的科管
工作，今年已经是连续第四年来洛南进行
红仁核桃科管。他笑着说：“每年都会被
请过来在四皓、景村、石门等地进行半个
月左右的红仁核桃科管，基地给我们管吃
住，一天能收入 300 元，既发挥了我的技
术特长，也增加了家庭收入。”

位于八一村的 1000 亩红仁核桃种
植园是董兆斌最大的红仁核桃产业基
地。今年 50 岁的董兆斌是洛南人，2015

年他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引进价值 60 万
元的 100 株红仁核桃嫁接苗，并将其“落
户”洛南县。经过多年发展，目前，董兆斌
通过土地流转已建成 5 个总面积 1820 多
亩的红仁核桃种植园，累计生产红仁核桃
嫁接苗 80 万株、接穗 20 万根，在商洛市
及周边地区已带动群众发展红仁核桃种
植 3.5万多亩。

“我们每年都会从外地聘请专业的技
术人员对红仁核桃果树进行科管，春季修
剪时，重点是去除枯枝枯叶，剪除多余枝
条，增强果树的透风透光能力，促进新生
枝条生长，减少果树病虫危害，进而提高
红仁核桃品质和产量。”董兆斌说道。

红仁核桃是洛南的新兴产业之一，目
前，全县共栽培红仁核桃 3 万亩。连日
来，洛南县林业部门积极组织专业技术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利用各种形式开展红
仁核桃科管技术培训，不断提高大家对红
仁核桃产业科学化、标准化管护意识，提
升红仁核桃产量与品质，确保红仁核桃产
业提质增效。

洛南县核桃研究所所长郭安柱说：“去
年冬天以来，我们抓住红仁核桃科管的有
利时机，组织各示范园基地积极落实科管
措施，全县实施综合科管 3500亩，有力促
进了全县红仁核桃产业提质增效。全县平
均红仁核桃产量750吨，产值达1.5亿元。”

核桃科管正当时
本报通讯员 廖 娟 毕波波

采用机械种植土豆采用机械种植土豆，，大大提高了效率大大提高了效率。。（（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杜金晖杜金晖 摄摄））

农民在田里开展追肥作业农民在田里开展追肥作业

利用喷杆式喷药机作业利用喷杆式喷药机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