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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强农 问农事 急难愁盼 帮产帮销

上千名农科专家2+365线上线下服务

汇集全国上千家媒体“三农”资讯

热线时段：每周一至周五 上午：9:00—12:00 下午：3:00—6:00

农事指导：抓紧时间，防治麦田杂草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1月22日，农历小雪这天，

在陕西省陇县八渡镇桃园村的山

头上，一层薄雾环绕在山间。天

微亮，陕西省蜂产业技术体系首

席专家黎九洲和同事再一次前往

陇县进行养蜂技术培训。

望着车窗外一排排整齐摆放

的蜂箱，绵延至山坡林地的尽头，

他至今仍无法忘记第一次培训时

的场景：几个专家在田间地头等

了大半个上午，没一个村民前来

听课。

陇县八渡镇地处关山北麓，

蜜源植物丰富，当地农民有养蜂

传统。蜂农马忠厚清楚地记得，

在蜜蜂产的卵还没变成幼虫时，

蜂窝里就莫名奇妙烂掉，有着几

年养蜂经验的他，对于这种情况

还是第一次遇到。

几年前，在当地养蜂协会的

推荐下，黎九洲终于有了一次难

得的机会：以养蜂示范户为突破

口，并制定相关技术标准，如病害

防治、蜜蜂的保健措施以及消毒

预防措施等。

就在这过程中，当地一些蜂

农开始尝到了“蜂”收的甜蜜。

知道今天专家要来讲课，一

大早，马忠厚便早早起了床。穿

好衣服推开房门，丝丝寒风袭来，

冷得他打了一个寒颤，来不及多

想，他折回房间，简单抹了个脸。

八点多，收拾就

绪的马忠厚，迎

着寒风朝村委

会赶去。

“ 昨 天 村

上通知说杨凌

要来个养蜂的专家为我们讲

课，所以今天大家都放下手中

的活，早早赶来了！”马忠厚

说。上午九点三十分，尽管离

培训开始还有半个小时，但许

多村民都早早地在这里等候。

从上午十点开始，在短短不

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黎九洲

围绕如何科学饲养蜜蜂的主

题，针对蜂农的疑虑和问题，从

技术操作层面一一答疑解惑，

不仅为蜂农解决了蜜蜂养殖过

程中急需解决的难题，也为当

地发展蜜蜂产业打好了基础，

进一步增强了农户通过蜜蜂养

殖增收致富的信心和决心。

马忠厚从 2019 年开始养

蜂，以前也没正经学过养蜂技

术，今天听专家这么一讲，才明

白以前常说养蜂靠“运气”是不

科学的！要养好中蜂这里面还

有好多学问。 （下转2版）

农科专家“锄”忧记
全媒体记者 陈永斌 耿苏强

“这就是农业现代化，你们

找到了合适的产业发展方向。”

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

记第一次外出考察就来到延

安。10月26日，总书记在陕西

省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

果园考察时的重要讲话，至今回

荡在果农们耳畔。

苹果如今已是延安农业第

一大特色产业。2022年苹果产

量预计410万吨以上，收入在全

市农民经营性收入中的比重超

六成。

一本沉甸甸的“丰收账”
天时地利人和，好果子映红好日子

1940年，陕甘宁边区延安

自然科学院在延安光华农场试

栽苹果。1947年，洛川县阿寺

村农民李新安从河南灵宝运回

200株苹果苗试种，苹果在延安

落地生根。

前些年，果树品种老化、品

质退化，农技专家接续攻关，对

症开方。水流不进旱窝窝，咋

办？政策及时跟进，节水技术落

户田间。实施地膜、秸秆覆盖

82.4万亩，增施有机肥263.7万

亩，形成本土栽培技术20多项

……生产向绿，品质向优，苹果

增产又增收。

一家一户的“小账本”汇成

产业振兴的“大账本”。2021

年，延安苹果面积发展到331.7

万亩，占到了全国的1/9。

一本实打实的“增值账”
延链强链补链，全产业迈向高质量

陕西顶端果业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线上，智能光电分选机

里，闪光灯闪烁，一个果子，留

下数十张“X光片”。“过去拿圈

套、靠眼看，如今大数据自动识

别，每小时能分拣4吨果，卖到

了全国380多座城市。”公司销

售主管赵锋锋笑呵呵地说。“普

通果变脆片，身价能涨近 10

倍。精深加工生产线上，苹果

化身为苹果醋、苹果酒、苹果脆

片等产品。”宜川三物农产品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江说。

一条苹果产业链，串起万千

小农户，鼓起农民钱袋子。“期

货+保险”“分红+股权”，利益联

结更多元。近两年，延安建起

102个“企业（合作社）+果农”利

益联结体，带动果农13661户。

如今的延安苹果，“增值账”潜力

大。2021年综合产值387.8亿

元，比2017年增长159.4%。

一本增信心的“振兴账”
富农强农兴农，果业强带来果乡美

电商、生态农业、休闲农业

……苹果园长出新业态。认养

果树，定期直播，成了农家新潮，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我

们村不仅卖果子，还卖风景、卖

体验，乡村振兴的产业链越拉越

长。”南沟村驻村干部张光红说。

目前延安电商企业549家，

各类网店、微店2.25万个，开展

果树认养26.97万株，建成果游

观光园区 46 个，年吸引游客

170万人次。今天，苹果在延安

结出了品牌建设的硕果，“洛川

苹果”“延安苹果”位居中国苹

果品牌价值前列。

“‘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

产业’。我们果农相信习近平

总书记指的这条路。未来，我

们的日子像延安苹果一样，定

会越来越红火。”延川县梁家河

村村民王军民说。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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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养猪场
一名饲养员可管3000头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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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三品一标”
为农业发展带来了什么？

大棚里长出“空中草莓”
“超早熟技术”创北方纪录

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