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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新增6家部级
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12月2日，记者从陕西省农业农村厅

获悉：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了2022年创建

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名单。其中，6家养

殖场被确定为2022年部级畜禽养殖标准

化示范场，3家养殖场通过到期复验。至

此，陕西省有9家养殖场名列其中。

近年来，陕西省高度重视部级畜禽养

殖标准化示范场的创建工作，按照“生产高

效、环境友好、产品安全、管理先进”的标

准，科学指导养殖场在规划布局、圈舍建设

等方面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在

促进畜牧业标准化规模生产和产业化经

营、提升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障畜产品

有效供给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陕西日报》）

近日，记者从陕西省

农业农村厅获悉：近年

来，陕西省在全国率先提

出并积极实施关中灌区

粮食生产“吨半田”示范

创建，取得初步成效。今

年秋收时，关中灌区“吨

半田”示范田玉米实收测

产显示，各示范田获得较

好收成，关中灌区粮食生

产“吨半田”目标顺利实

现。关中灌区粮食生产

“吨半田”示范创建，为推

动关中灌区小麦玉米产

量全面提升作出了积极

探索，提供了生动案例，

积累了成功经验，并入选

农业农村部 2022 年粮油

生产主推技术。

据了解，“吨半田”是

目标超过吨粮的粮食生

产超高产模式，是先进技

术的集成和耕作制度的

改革，加快关中灌区粮食

生产“吨半田”示范推广

是陕西省深入实施“两

藏”战略的重要抓手，是

提高关中灌区粮食生产

能力、稳住全省粮食安全

基本盘的重要路径。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要

求将“吨半田”模式示范

推广作为头号工程来抓，

统筹协调小麦、玉米产业

技术体系和省、市、县农

技推广部门资源和力量，

全力以赴抓好 2023 年工

作。要按照地域特点和

资源禀赋，在西安、宝鸡、

咸阳、渭南市各打造 3个

示范样板，分别由小麦体

系、玉米体系、农技推广

部门包抓；聚焦高产稳产

品种、持续提升地力、优

化农艺措施等，大力开展

科技攻关和试验示范，争

取在品种培育上有新突

破，地力提升上有新举

措，栽培措施上实现轻简

化宜机化，不断总结熟化

模式路径；要算好经济

账，在提高产量的同时，

合理控制生产投入，提高

“吨半田”模式的亩均效

益，确保农民群众增产又

增收，推动陕西省粮食生

产水平不断提升，为陕西

省农业生产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据《陕西日报》）

走进陕西省榆林市吴

堡县辛家沟镇深砭墕村青

梨基地，防虫网、诱虫板、杀

虫灯、温度湿度监测器……

各种绿色防控、种植管理设

施齐全。“这些都是我们采

取的绿色防控措施，目的是

符合‘三品一标’的生产要

求。”青梨基地负责人李万

成说。

近年来，吴堡县坚持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统揽，

大力推进质量兴农、品牌强

农的发展理念，把吴堡青

梨、吴堡桑蚕茧、吴堡手工

挂面、吴堡药枣等作为主导

特色产业，不断推进品种培

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

标准化生产。

今年4月，“吴堡青梨”

商标正式被国家知识产权

局核准为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是继“吴堡红枣”“吴堡

桑蚕茧”后获得的又一个国

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证

书。9月份，“吴堡青梨”被

正式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名录。目前，吴堡县

已累计投入200万元用于

“三品一标”建设工作，共获

得了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证书3个，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证书3个、有机农产品

转换证书2个、良好农业规

范（GAP）农产品证书4个、

绿色食品认证农产品2个，

创建了4个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示范基地。

下一步，吴堡县将在

继续突出认证创建、强化

证后监管的同时，加大扶

持力度、抓好品牌创建，通

过进一步完善管理体系和

营销体系，深化品牌打造、

品牌宣传，提高农产品市

场竞争力，扩大“一青二

白”等主导特色农产品影

响力、知名度，努力成为产

村融合发展、美丽乡村建

设的先行者。

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

“三品一标”为农业发展注入新内涵
农业科技报记者 张慧 通讯员 高鑫佩

深砭墕村青梨基地的工人在采收青梨。

12 月 7日，记者走进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盛

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建在洛河镇的粮油生产

基地，只见设施完善、环

境优美、高产高效。据负

责人周平柱介绍，粮油生

产基地产量已逾 310吨，

年产值 180余万元，长期

用工20余人，同时辐射带

动 280 余户实现就业，实

现年人均增收 1000 元以

上，是洛河镇名列前茅的

现代化机械服务合作社。

“我的梦想就是可以

种出更多、更好的粮食!”，

43 岁的周平柱刚过不惑

之年，但却毅然决然投入

到粮食生产的行当中。

2018年，周平柱辞去

了大城市的工作，踏上了

返乡创业之路。立足洛

河镇的独特地貌和基本

镇情：普通农民的生产工

具大多比较原始，粮食播

种收割效率低、回收慢，

便萌生了发展粮油生产

机械自动化的想法。

说了算，定了干。周

平柱首先投入 50万元资

金，成立了平利县盛丰农

机服务专业合作社，从事

现代化机械服务和富硒

粮油的种植、加工及销

售，把粮食定位为农场的

主导产业，主攻单产、品

质和效益。为了提高机

械效率及粮食产量，他先

后多次外出学习，武装自

身理论知识的同时，开辟

试验田，对比挑选优良籽

种和高效设备。

做足了准备工作，那

就 开 始 撸 起 袖 子 加 油

干！周平柱针对粮食生

产的需要，购置了耕、种、

收全程生产机械20余台，

粮油加工厂房 1050 平方

米，各类大米和菜油加工

设备若干，流转土地 600

余亩进行规模化经营，基

本实现了从耕种、栽插、

防治病虫害到收割的全

程机械化作业。

周平柱深知“科技是

第一生产力”的道理，同

样相信新品种、新技术可

以实现粮食增产增收。

自他开始经营，他便不时

向农技部门请教种粮技

术，并将优质良种水稻的

施肥、机插秧、病虫害综

合防治等优秀实用技术

大力推广和应用在自己

的富硒稻米基地之中，同

步开通了水稻新品种展

示渠道，成效明显。

“我把土地流转给周

哥种粮油，又在他的农场

做工，一年到头，收入比

往年增加了不少，而且用

机器种地和收割，我也算

是一名新型农民了呢！”

合作社工人余静乐呵呵

地说。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就要对得起眼前这片土

地。”这是周平柱从事粮

油生产的初心，也是他一

直以来所坚持的动力。

本报商洛讯（农业科技报记

者 周廷 通讯员 蔡铭）今年以

来，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城关街

道办事处通过提高文明意识、打

造文化长廊、弘扬传统美德三项

举措，以“美丽乡村·文明家园”

建设为载体，着力推进农村精神

文明建

设 ，用

文明乡

风扮靓

美丽乡

村 、擦

亮乡村

振兴底

色。

传 真三秦陕西省持续加快关中灌区陕西省持续加快关中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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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柱：“新农人”蹚出粮油生产致富路
通讯员 方青蕊 农业科技报记者 王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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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在各市（区）农业农村部门

遴选推荐基础上，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向社

会发布了17条冬季休闲农业和乡村游精品

线路。

本次推介发布的线路以“冬农趣 体验

别样乡村”为主题，将各地田园景观、农事

体验、民俗风情等独特资源串点成线，为广

大城乡居民提供信息服务和线路指引。

今年以来，陕西省农业农村厅根据季

节特点，共发布休闲农业和乡村游精品线

路、茶旅融合精品景点线路105条，不断推

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助力农

民拓宽增收渠道。 （据《陕西日报》）

陕西17条冬季休闲农业
和乡村游精品线路发布

陕西“劳模林”启动
暨揭幕仪式举行

近日，由陕西省总工会和省林业局共

同主办的“劳模林”启动暨揭幕仪式举行。

据了解，陕西“劳模林”位于秦岭国家

植物园内，占地面积24亩，计划分3年建设

完成。“劳模林”种的是绿色发展理念和劳

模精神，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劳模林”建设，

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岁月长

青，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

大、劳动最美丽”成为社会风尚。

（据《陕西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