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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七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意见陕西七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意见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金融支撑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金融支撑

人民银行陕西省分

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陕西监管局、陕西证监

局、陕西省农业农村厅等

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

于金融支持陕西省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

农业强省的实施意见》，

提出 10方面 36 条具体

措施，持续提升金融支持

陕西省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能力和水平，为奋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的陕西新篇章提供金融

支撑。

这 10方面举措为：

做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稳产保供金融服务，强化

高标准农田和水利基础

设施建设金融服务；加大

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

展金融资源投入，支持优

势特色农业加快发展、农

产品加工流通业发展壮

大，加大对现代乡村服务

业、县域富民产业和乡村

新产业新业态培育发展

金融资源投入，促进农民

创业就业增收；优化乡村

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金

融服务，提升新市民金融

服务质效，改善县域消费

金融服务；强化农业科技

装备和绿色发展金融支

持，做好种业振兴等农业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金融

服务，强化设施农业和农

机设备融资支持，创新农

业农村绿色发展融资产

品与服务模式；持续推动

金融支持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加大对脱贫地

区和脱贫人口发展金融

支持，深化金融机构定点

帮扶工作；提升乡村振兴

金融服务供给能力，拓宽

多元化金融服务渠道，提

升农业保险服务能力，发

挥金融顾问机制作用，高

质量建设铜川市普惠金

融改革试验区；持续优化

农村基础金融服务水平，

深入推进农村信用体系

建设，强化金融科技赋能

乡村振兴，推动支付普惠

高质量发展，加强金融教

育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发挥银行业金融机构组

织功能，加大对“三农”、

县域和乡村振兴领域的

资金投入；加强金融支持

农业强省建设政策保障，

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

具精准滴灌作用，加强财

政金融政策协同，做好农

业要素市场改革配套服

务，优化金融管理政策；

完善工作机制，加强组织

领导，探索建立金融支持

县域发展的新模式。

截至7月末，陕西涉

农贷款余额10688.14亿

元，同比增长12.35%，高

于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

增速2.04个百分点。

（据《陕西日报》）

陕西安康汉滨区早阳镇：

推广盆栽魔芋 带动生态经济发展
本报安康讯（通讯

员 吴 楚 楚 冯 维 杯 宋

孝波 农业科技报记者

王革委）近日一大早，陕

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早阳

镇寨垭村盆栽魔芋基地

管护负责人陈开社就迎

着朝霞，骑着摩托车来到

魔芋田，认真察看着魔芋

的长势。

三分种，七分管。对

于魔芋喜欢生长在半阴

半阳、湿润、温暖环境的

特性，陈开社早已摸透，

他熟练地打开喷灌设施，

让叶片“喝个饱”。

据了解，盆栽魔芋不

仅比普通土地种植的魔

芋抗干旱、雨涝灾害的能

力强，还能有效控制软腐

病的传播，减轻除草压

力。近年来，早阳镇采取

“企业+基地+农户”的发

展模式进行试点套种，通

过“企业+基地+农户”的

产业发展模式，发展魔芋

种植104亩、盆栽魔芋30

亩，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近年来，早阳镇发挥

当地生态资源优势，利用

盆栽魔芋不受地域限制

和恶劣天气等天气因素

影响的优势，通过新技术

的示范应用，实现“一地

多收”，带动生态经济发

展，推动农文旅融合发

展，拓宽致富路子，逐步

释放生态经济的“绿色红

利”，为推动乡村振兴注

入了强劲动力。

“盆栽魔芋在早阳镇

虽然刚刚起步，但拓宽了

产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和群众增收的渠道。下

一步，早阳镇将在林下或

农户庭前屋后进行推广

种植，美化庭院环境，打

造景观效应和乡村生态

旅游，带动生态经济发

展。”对于盆栽魔芋的发

展前景，早阳镇产业办主

任胡高保信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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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山阳小河口镇：

五味子红了“钱袋子”鼓了
本报商洛讯（农业科技报记者 周廷 通讯员

宁坤）立秋至，农事忙。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山阳

县小河口镇又迎来瓜果飘香的收获季节，山间地头

上一串串红彤彤的五味子坠弯了枝头，宛如一颗颗

“红宝石”点缀在绿水青山之间，成了当地群众摘不

完的“钱串子”。

小河口镇野生五味子资源丰富，群众历来都有

上山采摘野生五味子的习惯，但野生五味子大多生

长在深山丛林，且分布稀散，采摘难度大，收成没保

障。为了让群众吃上“五味子”这碗产业饭，小河口

镇党委、政府聚焦产业振兴，结合辖区自然条件特

点，坚持“一镇一业、一村一品”产业发展原则，决定

将北五味子标准化种植作为镇域主导产业。通过充

分整合土地、人力、资金、龙头企业优势资源，采用

“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在辖

区杨家湾村建设百亩北五味子标准化种植示范基

地，经过两年的摸索、实践，解决了五味子育苗、生

长、挂果、病虫害防治等问题，并试种成功。“一花独

放不是春”，杨家湾村走上了标准化种植北五味子增

收致富快车道，增强了小河口镇其他村发展五味子

产业的信心，小河口镇党委、政府趁势邀请县农业农

村局专家进村开展北五味子种植技术培训，带动辖

区袁家沟、六窝蜂、瓦沟口等村标准化种植北五味

子，在全镇范围内推广北五味子标准化种植经验。

同时，加快开发传统药材市场及新兴电商销售渠道，

形成了完整的五味子产销链条。

截至目前，小河口镇五味子种植面积2万余亩，

年总产量近100吨，年总产值达500万元，五味子产

业已逐渐成为该镇镇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成了

当地群众打开增收致富大门的“金钥匙”。

本报延安讯（高亚蓉 农业科技

报记者 张小雄）近年来，陕西省黄龙

县坚持生态立县战略不动摇，立足产

业发展现状，大力实施生态农业，围绕

“4+X”产业体系，在巩固提升苹果、

核桃、中蜂、中药材产业的基础上，引

导群众发展高山冷凉蔬菜、食用菌等

短平快增收产业，优化升级产业格

局，为群众脱贫致富打下坚实基础。

其中，圪台乡和瓦子街镇凭借海

拔高、昼夜温差大、作物生长周期长

的优势，产出的高山冷凉蔬菜甜度

高、色泽好、清脆爽口，受到周边市场

欢迎，逐渐成为群众新的致富产业。

全县目前已经新建了瓦子街佛庄寺

标准化育苗基地和瓦子街袁垛、圪台

柳沟、石堡镇吉家湾等设施蔬菜基

地，推行标准化育苗、机械化移栽，进

一步完善蔬菜产业基础设施。

“今年以来，全县共引进5台大

田移栽机，采购3台自动化穴盘育苗

机，以此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

率，进一步提升群众蔬菜种植效益。”

黄龙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刘宇峰

介绍说。

据了解，截至2022年底，黄龙县

高山冷凉蔬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

11800 亩，产量 2.55 万吨，产值达

0.79亿元，种植品种以西红柿、辣椒、

豆角、白菜、甘兰为主。

本 报 榆 林 讯（通讯

员 王彩荣 农业科技报

记者 张慧）近日，陕西

省神木市的特色水果陆

续成熟，迎来采收期。

在栏杆堡镇枣树洼村村

民王进的桃园基地里，

鲜红硕大的水蜜桃挂满

枝间，空气里弥漫着阵阵

桃香。随着桃子的成熟，

王进通过微信、快手等平

台推广宣传，吸引当地游

客前来采摘，实现了“足

不出户”就能让水蜜桃

“破圈”出山。

据了解，枣树洼村

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

土壤有机质丰富，结出

的水蜜桃色泽鲜艳、汁

多肉厚、口感好。近年

来，栏杆堡镇党委、政府

积极引导村民种植桃

树、西瓜等经济作物，助

力村民增收，推动农旅

融合发展。

近日，记者走进迎

宾路街道郭家塔村种植

户刘建斌的西瓜种植基

地，只见一个个油亮亮、

圆滚滚的西瓜掩映在茂

密的瓜藤中。刘建斌一

边采摘成熟的西瓜一边

说：“我们今年以大田麒

麟种植为主，还试验种

植了20多个品种，我们

会在其中选择几个适合

露天种植的好品种，明

年大面积种植推广。”

据了解，郭家塔村地

势平坦、土壤肥沃、温度

适宜、光热充足、水源充

沛，土壤富含丰富的矿物

质元素，为农作物生长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们今年选择在大田种

植大棚麒麟瓜，原因就是

为了降低成本。由于露

天种植光照足，种出来的

西瓜口感好、甜度高。”刘

建斌说。

近年来，郭家塔村

以乡村振兴为抓手，通

过土地流转整合，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产

业布局，大力发展西瓜

等经济作物种植，提高科

学种植水平，有效利用资

源，提升土地利用率，增

加农民收入。

近年来，神木市充分

利用当地土地资源、气候

条件等优势，以市场为导

向，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

整，因地制宜发展水蜜

桃、西瓜、樱桃等特色农

业产业种植，形成了“冬

春有蔬菜、夏秋有瓜果”

的产业发展格局，以此增

加群众收入。目前，全市

果树种植面积达 1.2 万

亩，规模西瓜种植面积达

7000亩。

陕西神木：

瓜果飘香迎丰收 农户增收笑开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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