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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辛恒卫）“快来尝一尝，就知道我
们这里的蜂蜜有多香有多甜！”3 月 28 日，在镇安县高峰
镇东岭村，养蜂人黄学林正自豪地通过手机快手直播向
粉丝介绍他家的蜂蜜。阳光下，蜂蜜流光溢彩，正如他甜
蜜的生活。

今年53岁的黄学林家里现有两口人，儿子常年在外务
工，平常他在家里照看着4亩多地庄稼。2021年3月黄学
林开始养蜂，40多个蜂箱散落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及周围的
山坡树林，成了他天然的养蜂基地。

黄学林瞅准了现代网络消费和消费者对生活品质的
追求，注重养生成为现代消费的一个卖点，用科学养殖的
方法养土蜂，然后通过网络销售土蜂蜜，周围群众看到了
致富门路，纷纷效仿。

“我家的蜂蜜好，得益于附近的好山好水。这大山里
的野菊花、樱桃花、槐花、玉米花、金银花、桃树花、梨树花
都是丰富的蜜源，各种花粉酿出来的蜜，解暑、提神。”黄学
林介绍，他家的蜂蜜广受消费者喜爱，蜂蜜远销广东、西安
等地，自养蜂以来，仅养蜂一项年收入就达到三四万元。

蜂养好了，日子也甜了。谈起养蜂，黄学林打开了话
匣子：“我养蜂才三年多时间，刚开始有些波折，蜜蜂出现
了烂子病，我第一时间向外地有养蜂经验的前辈讨教方法、
正确用药。自从有了前车之鉴，平日里我也会攻读专门的
养蜂书籍、网上学习，现在基本上常见病变我就能解决。”
前来讨“致富经”的乡亲也不少，黄学林就把自己的养蜂经
验和心得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在他的无私解惑中，村

民渐渐了解到，养蜂不需要占用土地资源，也不需要太多的本钱，但经济效益却很
高，大家都跃跃欲试。截至目前，黄学林带动周边 8户村民加入养蜂队伍。

“今后，我会在种好4亩多庄稼的同时，一如既往地把蜂也养好，把掌握的养蜂
技术教给大家，让更多的人共同发展养蜂特色产业，大家都能抱上‘蜜罐子’，过上

‘甜日子’，这样才更有意义。”黄学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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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通 讯 员 淡 永 鸿
李 立）3 月 30 日，笔者走进丹凤县

庾 岭 镇 窑 沟 村 土 豆 种 植 产 业 示 范 基
地，只见一条条地膜覆盖的马铃薯垄
明晃晃地在延伸。细耕的空地上，群
众几个人一组，按照规格放种、施肥、
盖土、覆膜，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庾岭镇地处高寒山区，土豆种植
是该镇传统优势产业，种植历史悠久，
土豆品质优良，具有个头均匀、皮色淡
黄光泽、肉质细腻、微量元素含量高等
特 有 品 质 。 为 实 现 粮 食 生 产 丰 产 目
标，庾岭镇扎实安排春耕备耕工作，前

期，为种植农户发放优质马铃薯种子，
同时还为农户发放了地膜和农机具，
为春耕生产打下了坚实基础。在种植
过程中，按照“五统一”即统一物资供
应、统一种植模式、统一脱毒种薯、统
一技术标准、统一田间管理，推动产业
提质增效。

窑沟村位于庾岭镇西南部，全村
人 口 950 人 ，土 地 1050 亩 ，该 村 从 村
情实际出发，大力发展高产地膜马铃
薯 产 业 。 示 范 基 地 重 点 示 范 推 广 农
业 农 村 部 认 证 的 优 质 高 产 、抗 病 品
种。采用农业科技含量较高的“一增

五改”技术，即增加种植密度，改常规
种薯为脱毒种薯、改套种平播为深沟
高 垄 、改 传 统 种 植 为 规 范 间 套 、改 常
规粗放用肥为测土配方施肥、改松散
管 理 为 统 防 统 治 等 综 合 增 产 技 术 集
成模式生产。截至目前，发展地膜洋
芋和玉米套种高产田共 800 余亩，良
种 覆 盖 率 达 到 100% ，主 推 技 术 到 位
率达到 95%以上。

近年来，庾岭镇积极发挥示范基
地辐射带动优势，引导马铃薯种植户
改良种植品种、调整种植结构、运用新
种植技术，助推马铃薯产业规模化发

展，有效带动了全村农户大力发展马
铃薯种植，实现全村产业全覆盖，有力
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庾岭镇镇长刘
江华介绍：“窑沟村这块地膜马铃薯面
积有 300 亩左右，今年全镇种植优质
马铃薯面积 2000 亩以上，镇上将持续
采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种植模
式，按照标准健康绿色食品种植方式，
为消费者提供健康绿色产品，切实为
农户增收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在
产业链布局发展上做足文章，使优质
特色农产品供给能力稳步增强，以产
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播 种 土 豆 抢 农 时

本报讯 （记者 米子扬 通讯
员 袁 苗）3 月 25 日，记者走进洛南
县石坡镇郝坪村，放眼望去，一垄垄韭
菜整齐排开，嫩绿的新芽在风中摇曳，
农户们正在忙着锄草、施肥，一派人勤
春早的忙碌景象。

“ 前 几 年 ，我 们 都 不 愿 意 种 植 韭
菜，是玉明拿着东西，挨家挨户给我们
做思想工作，动员我们，后来我们就尝
试着种了一点，韭菜花摘下来后玉明
统一收购做成韭花酱，韭菜籽他也收
购做成韭菜籽茶，算下来一年每亩地
能挣 3000 元。去年后半年，我听说引
进了一批新品种，就赶紧去买了一批
苗，又种了将近 20 亩，我感觉这比出
门打工可强多了。”郝坪村村民郝明山
高兴地说。

郝明山口中的玉明是郝坪村党支
部书记郝玉明，在他的带领和动员下，
种植韭菜的村民从一开始的 3 户增加
到了现在的 300 余户。“群众这几年在
韭菜产业上尝到了甜头，种植韭菜的
意愿越来越强烈，尤其是图斑整治工

作开展以来，恢复了大片撂荒地，去年
后 半 年 将 100 余 亩 全 部 种 植 成 了 韭
菜，预计今年会收购到更多的原料做
韭花酱、韭菜籽茶等产品，村上发展会
越来越好。”郝玉明说。

近年来，石坡镇抢抓产业结构调
整的有利时机，因地制宜、因村施策，
充分发挥梁塬片区得天独厚的气候、
地理位置优势，持续打造梁塬韭菜标
准化示范区。成立洛南县梁塬农产品
开发有限公司，投资 1200 万元建成韭
花酱、韭菜籽茶、韭菜挂面等系列农产
品加工生产线 4 条，按照“企业+基地+
农户”的经营服务模式，致力于优化品
种，提高品质，打造品牌，引导农户发
展韭菜种植项目，稳定收入来源，让群
众钱袋子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好。

梁塬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制作的
韭花酱，味道好，价格实惠，在 2023 年
县上举办的“核桃节”“豆腐节”“年货
节 ”等 农 特 产 品 展 销 会 上 供 不 应 求 ，
在“832”平台上架，销量可观，市场反
响很好。

种植韭菜促增收

本报讯 （通讯员 陈 晨 贾
宇矍）3 月 31 日，笔者走进柞水县杏
坪镇严坪村，映入眼帘的是阳坡湾
里青翠欲滴的麦田，在阳光的照耀
下，就好似一幅正在徐徐展开的绿
色画卷。

“ 去 年 小 麦 产 量 好 ，加 上 现 在
有 机 器 帮 忙 了 ，人 都 轻 松 了 不 少 ，
所 以 我 今 年 就 多 种 了 些 。 镇 村 干
部 也 时 常 来 给 我 们 讲 解 惠 农 补 贴
政 策 、帮 忙 检 修 器 械 、指 导 田 间 管
理。目前来看，小麦出芽还是很不
错，希望今年还能有个好收成。”严
坪 村 的 小 麦 种 植 户 王 思 福 满 脸 期
待地说道。

自 开 春 以 来 ，杏 坪 镇 始 终 把 粮
食 安 全 作 为“ 三 农 ”工 作 的 重 中 之
重 ，紧 紧 围 绕 责 任“ 到 村 、到 户 、到
地 块 ”的 工 作 要 求 ，精 心 制 定 粮 食
耕种及田间管理计划，扎实做好春
耕工作。同时，为确保播种的小麦
能够丰产增收，杏坪镇组织专业技
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种植户提
供专业的技术指导与培训，悉心讲
解 小 麦 的 播 种 、浇 水 、施 肥 技 巧 和
相 关 注 意 事 项 ，耐 心 解 决 耕 种 难
题，为粮食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
术支撑。截至目前，全镇已完成小
麦播种 2600 余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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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到商山，万物生长。近期，在商州区三岔河镇七星村
设施大棚樱桃产业园里，一簇簇樱桃花竞相开放，散发出阵
阵幽香，雪白的花瓣在翠绿的树叶映衬下显得格外娇嫩。

3月 26日一大早，七星村党支部书记闫科锋和市委办驻
七星村第一书记周磊、三岔河镇干部王江涛一道来到产业
园，查看 4号大棚内樱桃长势。

王江涛说：“4 号大棚是风光膜连栋温室，我们通过把棚
内温度控制在 16℃上下，让樱桃花的花期得以保持最长时
间，让每朵花都充分授粉以提高产量。正是因为温度控制适
当，这里的樱桃树早早就开花了。”

王江涛是三岔河镇负责包抓七星村樱桃产业园的干部，
每天他都会往产业园跑好几趟，看看树形培育得怎么样、花
朵授粉情况如何，棚内各个智能设备是否运作正常。

七星村设施大棚樱桃产业园占地近52亩，包含日光温室大棚
2个、风光膜连栋温室1个、大跨度拱棚15个，有6名工人长期务
工，根据工作内容不同，每人每天的工钱在100元到150元不等。

“4 号大棚是这几个大棚里智能化程度比较高的大棚，
目前种植有俄罗斯 8、科迪亚、吉美、雷吉纳、艳阳、萨米脱等
樱桃品种。”周磊一边介绍，一边带记者参观。

大棚内，正在务工的村民崔亚红一手握着喷枪，一手拨
开樱桃树杈，小心翼翼地给每一朵樱桃花授粉。“我们在每一

个大棚里都放着一箱蜜蜂，方便为花授粉，但是这几日气温
下降，蜜蜂不活跃，我们就会采用人工授粉。”闫科锋介绍说。

“你看，这棵樱桃树我们把它放在大棚里，就是为了给它
培育树形，每棵树不超过 3 米高，每个分枝也不能太多，我们
把它修剪成一层一层的便于长果子。”闫科锋指着一棵樱桃
树说，这时，棚里突然弥漫起细密的水雾。

王江涛补充说：“这个大棚配备了先进的喷淋系统，每隔
两个小时便会自动启动。如果温度低于果树生长需求阈值，
系统会自动识别并打开补光灯，提升棚内温度。目前，2个日
光温室大棚和 1 个风光膜连栋温室已经实现了 5G+远程管
理，手机和控制中心的电脑都可以进行控制。”说罢，王江涛
拿出手机，打开应用程序，演示如何控制各种设备。

闫科锋指着控制中心说，这里是整个产业园区的“大
脑”。在控制中心，只见大屏幕上全面展示着各个大棚内的
视频画面，棚内温度、湿度等各种数据也在大屏幕上实时刷
新，需要注意的数据会闪烁提示，只需根据需求点击操作，即
可轻松实现精准控制。

在日光温室大棚内，记者看到，每棵樱桃树苗都被栽种在
容器中独立培养，棚里的智能控温系统，随时监测大棚中的温
度和湿度。闫科锋说：“温室大棚利用节能型组装式日光温室
反季节生产，配套加热、补光、通风、除湿、保温、水肥一体化、
智能控制等系统，满足樱桃冬季生长，能让大棚樱桃提早上
市，主打反季节水果。将来进入采摘期的话，我们每天的用工
量在30人以上，能很大程度带动周边村民劳务增收。”

据了解，七星村发展樱桃产业基
础良好。2022年 9月，村“两委”和市
委办驻村工作队综合研判后，提出发展大棚樱
桃，得到了村民的积极响应。

2023 年 10 月，智能大棚建设基本完成。为了学习到更
先进的技术，闫科锋先后到渭南、铜川等地考察学习，从山东
引进优质树苗，村上还聘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邹志
荣教授和樱桃专家蔡宇良教授担任技术指导，为发展大棚樱
桃传经送宝。

周磊说：“为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市委办驻村工作队把发
展产业项目、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增强农
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关键一招’，制定了七星村乡村振兴
五年工作实施方案，立足做强樱桃主导产业，在潜山区域栽
植坡塬樱桃、红仁核桃、连翘，山下平川地带建成樱桃示范园
和设施大棚樱桃，打造一条绿色增值、链条完整的产业示范
带，力促农民增收实现效益最大化。”

如今的三岔河镇，全镇 8 个村共建成樱桃标准化示范园
200 亩，栽植坡塬樱桃 2050 亩，在河谷平地栽植樱桃 2600
亩，庭院栽植樱桃1万余株，标准化示范园以超细长纺锤形、篱
壁式、V字形进行栽植示范，逐步全镇推广，计划用 2至 3年完
成平地樱桃的梯次改造，以提高全镇大樱桃栽种水平和质
量。产业带全面建成以后，预计丰果期年收益 2500 万元以
上，全镇农民人均收入可增加2000元以上。

在七星村党群服务中心对岸不远处，一片新型的民宿群
正在抓紧建设，三岔河镇将在这里打造康养休闲基地。樱桃
产业正引领三岔河镇推动农旅融合发展，一条具有地域特色
的乡村振兴路串起了村民的致富梦。

农 旅 樱 谷 富 农 家农 旅 樱 谷 富 农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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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成熟的樱桃待成熟的樱桃

崔亚红正在给花朵授粉崔亚红正在给花朵授粉
大棚内智能喷淋系统正在运作大棚内智能喷淋系统正在运作

驻村第一书记周磊和镇村干部查看树苗长势驻村第一书记周磊和镇村干部查看树苗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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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监控大屏功能介绍监控大屏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