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版2
编辑：党菲 校对：张朝辉 美编：王樱羽 2022年12月13日 星期二

综合新闻
码上订报码上订报码上看报码上看报

社址：陕西杨凌示范区展馆西路1号 邮编：712100 编辑部：029-87036601 记者部：029-87031606 广告部：029-87031701 发行部：029-87036595

陕西省千阳县张家塬镇七一村:

发展养蜂产业 “酿出”致富甜蜜路
近年来，陕西省千阳

县张家塬镇强化党建引

领，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

撑，挖掘资源禀赋和生态

优势，大力发展中蜂养殖

产业，走出了一条“党支

部+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中蜂养殖产业新路子。

选好能人，培育产
业。张家塬镇党委选拔

优秀返乡创业青年张玉

强担任七一村党支部书

记，“头雁”引领作用迅速

凝聚起党员群众干事创

业的精气神。七一村党

支部开拓创新，把发展中

蜂生态养殖作为强村富

民的重要产业。干部群

众先后到陇县、麟游、陈

仓等中蜂养殖场（基地）

考察学习，邀请中蜂养殖

专家到村实地考察养殖

环境，在此基础上制定了

中蜂养殖产业发展规划

和实施方案。

用好资源，夯实基
础。村党支部“谋定而后

动”，迅速把富民梦想转

化为利民实践。村集体

合作社依托境内天台山、

三女峰万亩林地，洋槐、

酸枣、女贞、漆树、荆条、

柿子等丰富的野生蜜源

植物资源，养殖中蜂400

余 箱 ，年 产 优 质 蜂 蜜

6000 公斤，形成集产业

发展与展示展览为一体

的中蜂生态养殖基地，

引领中蜂养殖产业发展

壮大。

扩大规模，稳定增
收。在村党支部的带领

下，七一村群众养殖中蜂

的热情空前高涨，210人

参与中蜂养殖技术培训，

新增养殖户 65 户，养殖

中蜂 1526 箱，全村中蜂

养殖规模达 2200 余箱，

年产蜂蜜可达 30000 公

斤。与此同时，村党支部

建立了产销对接机制，与

市县商城签订了长期合

作协议，在电商平台开通

了“产品直通车”，线上线

下同时销售，畅通了销售

渠道，解决了群众的后顾

之忧。预计中蜂养殖产

业今年可为村集体经济

增收 40 万元，带动近百

户群众增收致富，中蜂养

殖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

益日渐凸显。

（齐维刚 刘军伟）

本报宝鸡讯(李晨辉 农业科技

报记者 周俊鹏) 今年以来，陕西省

千阳县南寨镇围绕“增加农民收入、

壮大集体经济、提升经济总量、增进

民生福祉”这一思路，鼓励各村发挥

各自优势成立公司，承接项目建设，

形成了“党支部+合作社+村级公司”

模式，有效地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

近日，记者在小寨村建设的“千

阳南寨万吨冷库”项目现场看到，钢

构主体工程、生产用房已完成，设备

安装调试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承建此项目的是南寨村成立的陕西

南寨一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司负

责人罗长河介绍，该项目利用原小寨

小学的闲置土地，新建库容40000立

方米，建成储藏能力1万吨的苹果冷

藏保鲜库群1座，由26个单库连体组

成。建设项目，可给南寨村集体经济

增加收入100多万元。

南寨镇党委书记张永刚说，万

吨冷库项目是今年中央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总投资

1500万元，项目建设形成的资产归

13个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自主或

合作经营管理，实现富民强村，提升

集体经济总量。冷库项目将推进苹

果产业延链、补链、强链，打造功能

齐全的全要素特色苹果产业集群。

据了解，南寨镇各村立足资源

优势、产业基础和村干部专业特长，

围绕工程建筑、农资商贸、农机服

务、劳务派遣等方面，注册村级公司

13个。大寨村成立宝鸡振晟鑫隆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投资390万

元的小寨村千只羊场项目，建成羊

舍、挤奶厅3座，近千只奶山羊入场

饲养；三合村成立千阳县九丰农业

有限公司，承建“闫家村刺绣第一

村”项目，改造绣楼一座、新建养蚕、

缫丝、织锦、刺绣四大作坊，购置缝

纫机、雕刻机、绣花机等设备40台。

南寨镇制定《镇村项目管理办

法》，聚焦重点环节、严格工作程序，

聚力规范管理，从立项、招投标、实

施、变更、验收、工程款支付六项程

序着手，建立项目考核评价机制，从

原材料管理和工程监理入手，抓标

准、促进度、保质量，实现项目规范

化、高效化。

同时，盘活资源要素，抱团发

展，组建发展联合体，从“单打独斗”

向“协同作战”转型。闫家村、千塬

村、水泉村、闫家庵四村成立陕西沂

阳博旭实业有限公司，收购优质苹

果、核桃、蜂蜜等农产品，拓宽销售

渠道将农特产品卖向全国。

通过成立村级公司承揽项目，

今年，南寨镇村级集体经济收入100

万元以上村将达到7个。

为有效做好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

治疗相关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综合组12月8日公布《新冠病毒感染

者居家治疗指南》。

指南明确，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居

家治疗人员尽可能在家庭相对独立的

房间居住，使用单独卫生间。家庭应当

配备体温计（感染者专用）、纸巾、口罩、

一次性手套、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和

消毒产品及带盖的垃圾桶。

针对居家治疗人员自我管理要求，

指南指出，居家治疗人员应当每天早、

晚各进行1次体温测量和自我健康监

测，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可进行对

症处置或口服药治疗。如出现呼吸困

难或气促；经药物治疗后体温仍持续高

于38.5℃，超过3天；原有基础疾病明

显加重且不能控制等情况，可通过自驾

车、120救护车等方式，转至相关医院

进行治疗。

指南明确，如居家治疗人员症状明

显好转或无明显症状，自测抗原阴性并

且连续两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Ct值≥
35（两次检测间隔大于24小时），可结

束居家治疗，恢复正常生活和外出。

（据新华社）

陕西省千阳县南寨镇：

村企联动聚合力 项目共建促振兴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

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有关

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决

策部署。近日，陕西省财

政厅提前下达2023年中央

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 100.51 亿

元，其中：中央衔接资金

69.68亿元，省级衔接资金

30.83 亿元。为支持陕西

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

了有力资金保障。

一是守牢底线，优先

保障脱贫人口。优先保障

到人到户项目资金需求，

重点支持监测对象、脱贫

户发展生产增收。支持各

地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

机制，及时采取针对性措

施。同时，在正常因素分

配的基础上，每个国家和

省级重点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再倾斜支持 1000 万

元，确保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底线。

二是聚焦重点，着力

发展优势产业。优先支持

联农带农富农产业发展，

逐年稳步提高中央和省级

衔接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

比重，2023 年力争达到

60%。充分发挥本地资源

优势，大力发展带动能力

强、富民效果好的特色乡

村产业，增强脱贫地区和

脱贫群众发展的内生动

力，让农民群众更多分享

产业增值收益。

三是资金直达，推动尽

快落地见效。此次提前下

达的衔接资金继续纳入直

达资金管理，中央直达资金

标识贯穿资金分配、拨付、

使用等各个环节，要求各市

(县、区)及时分解指标，并细

化到项目，确保数据真实、

账目清晰、流向明确。同时

督促各地加强项目谋划，夯

实项目前期工作，推动资金

尽快落地见效。

下一步，陕西省财政

厅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对

资金使用情况跟踪指导，加

强执行监控，切实管好用好

衔接资金，充分发挥资金使

用效益，助力陕西省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工作再上新台

阶，以实际行动推动党的二

十大精神落地见效。

（据《西安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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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

组织召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主要经济作物

优质高产与产业提质增效科技创新”重点专

项（以下简称“经作”专项）线上总结会上获

悉，截至目前，该专项共计创制生物学基础研

究体系86个；培育新品种568个，新品种示

范推广面积763万亩；研发栽培技术及规程

906项，示范面积218.6万亩；示范区自育新

品种市场占有率提高22.4％，良种化率提高

27.7％；形成加工产品中试线或生产线53

个；示范区增产 34.29％，生产成本降低

16.1％；培训新型职业农民28.7万人次；发表

论文3011篇；170项成果实现转让，转让收

益9425.14万元。

5年间，该专项致力于提高经济作物产

量、品质和效益，着力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

技术瓶颈，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研究创

新了一批可复制、可应用的科技成果。

围绕“优质丰产、提质增效”为总体目

标。在基础研究方面，克隆出了果树“短枝”
性状、谷子株型和米色调控等关键基因。筛
选出了月季、兰花、牡丹、蔬菜、天然橡胶、花
椒等作物商品性状与品质性状关键基因。探
明了柑橘、香蕉、苹果、茶树、蔬菜等作物重要
性状形成的遗传机理和调控机制。在共性关
键技术方面，选育了葡萄、柑橘、油橄榄、果
桑、谷子、高粱、蔬菜等新品种并配套栽培技
术。研发了果树化控整形和机械修剪、果树
水肥一体化适时精准施用、橘小实蝇等害虫
监测预警等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在技术集成
与示范方面，集成示范了油菜密植、大豆免
耕、蔬菜宜机化栽培等技术，研发了杂粮机械
化生产关键机械、葡萄埋藤出土智能装备等
设备，研制了薄型二氧化碳基全生物降解渗
水地膜、沙棘籽油、茶籽油、菊芋膳食纤维等
高附加值新型产品。

（据《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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