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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西乡农村商业银行：

以“五抓五提”推进“五星创建”走深走实

陕西大荔：

新品种葡萄 拓宽果农增收致富路
全媒体记者 陈小文

近年来，陕西省渭南市

大荔县努力加快特色农业产

业发展步伐，积极引进新品

种、新技术，提升农特产品品

质。日前，大荔县范家镇果

农引进的新品种葡萄喜获丰

收，不仅丰富了市场的果篮

子，还切实为群众增收致富

拓宽了门路。

金秋九月，正是收获的

季节，范家镇华原村80后李

涛新引进种植的“妮娜公主”

葡萄进入了成熟期，串串葡

萄在阳光的照耀下晶莹剔

透，格外诱人。

记者见到李涛时，他正

在园子里为葡萄掐芽。沐浴

在午后阳光里的李涛看着今

年初挂果的大颗葡萄果实，

笑容满面地向记者介绍这个

新品种葡萄的独特之处。

李涛说：“去年，我经人

介绍引进了该品种，因为它

的口感非常不错，吃起来又

香又脆又

甜 ，有 玫

瑰 香 味 、

酒 香 味 ，

现在亩产

1000 斤

左右，客商给的收购价位也

不错，明年亩产可以达到

2000 到 3000 斤 ，我 希 望

能带领更多农民一起发家

致富。”

作为范家镇新引进的葡

萄品种，初到华原村的“妮娜

公主”还有些“水土不服”，

李涛在种植方面遇到过几

次难题，随后他找到渭南邦

农田园农业公司寻求指

导。该公司从幼园栽树、管

理到果实成熟采摘为李涛

进行了全程专业指导，最终

解决了他在种植过程中遇到

的种种问题。

渭南邦农田园农业公司

技术人员刘鹏说：“我们在

云南进行了专业技术培训，

将‘妮娜公主’葡萄引进到

大荔。在今年的种植过程

中，大荔县种植户遇到了两

个普遍问题，一是上色难，

二是叶片黄化早衰。我们

的业务员每7-10天便手把

手为种植户指导技术，经过

系统管理，黄化、早衰问题

得到解决，我们的新技术让

农民少走了弯路，让葡萄卖

上了好价钱。”

据了解，“妮娜公主”葡

萄亩产最高可达3000多斤，

按照目前市场价格，每亩可

卖到10万元左右，效益非常

可观，成为大荔县农民增收

的又一新途径。

8月22日，记者走进陕西

省安康市平利县长安镇柳坝

村，绕过一片玉米地，来到养羊

户万六兵家，听他讲述自己的

脱贫故事。

“我养了380只陕南白山

羊，这种羊比普通山羊繁殖率

高、生长发育快、肉质好，一年

可以产两胎，非常适合山区养

殖。”万六兵说道。

一路走来，万六兵遇到过

很多困难。起初羊买回家后

还是活蹦乱跳，但没过几天就

死了。万六兵没有气馁，决心

摸索出养羊的门道，从消毒、

防疫、喂养到圈舍布置等方面

进行探索实践。除了在书本、

电视上学习养殖知识，他还主

动向畜牧专家和一些有经验

的养殖户“取经”，每年按时参

加市县养殖技能现场培训。

如今，万六兵通过观察羊的状

态就能准确地判断出病因并

对症下药，成了村上的养羊

“专家”。

万六兵养羊特别细心，把羊当“孩子”

养。“羊产羔前，就要分舍喂养”“羊产羔后，

更需要特殊照顾，熬米汤、加饲料”“湖羊比

较‘娇气’，天冷了羊舍需要保暖，天热了需

要通风”……说起养羊的门道，万六兵如数

家珍。

“这几年稳定收入在10万元左右，养羊

是一个致富好门路，我相信只要勤劳肯干，

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万六兵表示，今后他

要扩大养殖规模，成立养羊专业合作社，带

动周边群众一起发展，和大家共同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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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陕西省汉中

市南郑区福成镇围绕“稳就

业促发展，保就业促增收”工

作要求，聚焦脱贫人口就业

问题，持续紧盯稳岗就业，更

好地做好脱贫人口、农村低

收入人口的就业帮扶，助力

乡村振兴。

加大职业培训力度。群

众要致富，技能来引路。该

镇把劳动技能和产业培训作

为农民思想观念转变、致富

能力提升的“素质工程”来

抓，注重技能培训，振兴乡

村。聚焦实用性强、就业渠

道广、社会效益高的技术性

课程，广泛开展劳动技能培

训工作，不断提高群众的就

业创业能力，努力做到培训

一人、就业一人、致富一户。

今年以来，该镇邀请农业技

术专家，深入12个村逐村对

脱贫户开展劳动力技术培

训，每天培训人数不少于30

人。通过集中农业产业和劳

动力技能培训，大多数脱贫

群众学到了一至二门实用技

术，增强了致富造血功能和

保就业促增收的积极性。

用心解决就业难题。

该镇对脱贫户劳动力就业状

况进行深入了解，全面掌握

未就业劳动力的就业需求、

行业工种、薪资待遇等就业

意向，为组织劳务输出等就

业扶贫工作奠定良好的基

础。通过入户宣传、微信群、

电话等方式精准推荐就业岗

位，及时将信息传达至各村，

提供“点对点、一站式”服务，

及时解决群众就业难题。今

年有序输出外出务工人员

1100 多人，其中脱贫人口

500多人，实现了稳定增收，

巩固了脱贫成效。

着力拓宽就业渠道。该

镇积极贯彻落实公益性岗位

带动群众增收要求，严格落

实公益性岗位选拔、管理机

制，及时帮助就业困难群体

实现就业。坚持按需设岗、

科学开发、岗需互选、人岗匹

配，充分利用公益性岗位解

决群众就近就业问题，着力

丰富三类重点人员的就业选

择，合理增设就业岗位。通

过精准合理开发公益性岗

位，实现了以岗位促就业、以

就业促增收的目标。

截至目前，全镇共有公

益性岗位193个，安排脱贫

人口和三类人群就业 193

人，人均年增收 6000 元以

上，解决了脱贫户无法离乡、

无业可扶、无法从事重体力

劳动就业困难收入不稳定的

难题，守住了不出现规模性

返贫的底线。

陕西汉中南郑区福成镇：

多措并举 保脱贫户就业促增收
全媒体记者 康军 通讯员 席汉初 何北成

陕西山阳：

“小香菇”撑起群众“增收伞”
全媒体记者 周廷 通讯员 彭文毓

眼下，正是香菇丰产季，

在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十里

铺街道办王庄村脱贫户杨长

存家的香菇大棚内，一朵朵

肉厚形圆的香菇竞相生长在

一排排菌棒上，杨长存一家

人正在采摘、分选、装筐、搬

运，忙得不亦乐乎。

像杨长存这样的香菇种

植户在十里铺街道办共有

360余户。今年来，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

进乡村振兴，十里铺街道办

聚焦产业振兴，充分利用农

村庭院及周边闲置场地，发

挥农村闲置劳动力潜能，激

发群众发展产业积极性，统

筹镇村资源，以发展“五小庭

院经济”为契机，大力推动香

菇种植产业，有效增加群众

经营性收入。

据了解，十里铺街道办

依托王庄村志诚种植专业合

作社和伟峰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采取“村集体经济+专业

合作社+农户代养”的模式，

由村集体经济和专业合作社

共同投资，专业合作社负责

生产香菇菌袋，将菌袋投放

给农户种植，到了采收季再

统一回收产品，同时还利用

线上直播带货的方式，多种

渠道拓展销路。牢牢地把群

众镶嵌在产业链上，真正实

现了村集体经济、专业合作

社和农户互促共赢的目标。

截至目前，十里铺街道

办共建设香菇棚360个，发

展香菇10.8万袋，户均增收

3000元以上。在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道路上，十里铺

街道办用“小香菇”撑起了

乡亲们的“增收伞”，为加快

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和高质量 发展按下了“快进键”。

本报南京讯（全媒体

记者 周廷 通讯员 马骅骝

代绪刚）近日，江苏省南京

市溧水区供销总社在江苏

省级机关大院举行了“支

农助农·美溧农产品节”系

列活动，展示销售来自溧

水区的农产品外，还将来

自于陕西省商洛市商南

县的猕猴桃果汁、食用菌

等优质农特产品进行了推

广和销售。

今年以来，溧水区帮

助商南县销往南京地区的

农特产品多达120余种，

销售额超过800万元。

据了解，新一轮帮扶

工作开始后，溧水区对口

帮扶商南县联络组积极推

进苏陕双向消费协作工作。积极对接南京

等东部地区各单位，多渠道多形式推介商

南县农特产品，推动东部企业、协会等组织

来商交流重点推介溧水区农特产品。充分

利用展销会、832平台、电商平台等媒介展

示双方农特产品。溧商两地党政主要领导

亲自推动，拓宽两地产品销售渠道；溧商两

地供销社等部门协同联动，促进双向消费

协作提档升级；溧商两地展销店实体连接，

让农特产品由原来的商南单向输出变成双

向流通。同时，加大苏陕资金对茶叶等优

势产业的投入，提升质量，增加市场竞争

力，有效助力商产东销；利用商南农产品企

业市场和技术优势将溧水区优势农特产品

引入商南以此开拓西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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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采摘香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