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稻浪翻滚、玉米满仓、山药飘香……

秋收时节，陕西省靖边县黄蒿界镇广袤

的田野间机声隆隆。秋收忙，粮归仓，

这是现代生产要素越来越多在田垄汇

集的体现，是农业生产“科技味”越来越

足的缩影。放眼广袤田野，如今，田成

方、渠相通、路相连、涝能排、旱能灌的

沃野在黄蒿界镇越来越多。

10月24日一大早，在黄蒿界镇马

季沟村，初升的太阳将千亩稻田照得

一片金黄，伴随着隆隆声，收割机在稻

田里来回穿梭。“你看，稻子长得不错，

一颗瘪子都没有。”马季沟村党支部副

书记王波使劲搓了一下手中的稻穗，

籽粒儿鼓鼓的。

一方良田，两代守望，父辈们“老

把式”种植水稻的画面至今还清晰地

留在王波的脑海中。现如今，“黄土高

原的水稻梦”变成了现实，380亩金灿

灿的稻花香2号有机水稻新品种稻田

组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

加强技术指导和培训，引进新品

种，推广水稻机械化种植……利用当

地丰富的水资源优势，积极种植水稻，

引领村民发家致富一直是王波的梦

想。从“新农人”到“兴农人”，为了帮

助村民稳定增收，王波带头建立了集

种植、烘干、收储、加工、销售于一体的

靖边县亿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这

里，稻米经过加工工序，成为装袋出售

的品牌大米。

“产业化发展才能做大做强，群众

受益才是最终目的。”王波说，依托亿

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马季沟村通过

政府引导、联合社带动、农户参与的方

式，建立了“公司+村集体经济”联农带

农机制，帮助带动村民持续增收致富，

助推乡村振兴。

同一时间，黄蒿界镇五合村六百

亩丰收的山药通过分解、包装后销往

全国各地，农副产品交易如火如荼地

进行着，农户高富一年的辛苦也得到

了很好的回报。“我们今年种植的六百

亩山药，亩产能达到六千斤，目前来看

市场价基本稳定在每斤三块四左右，

今年收入还是很不错的。”高富说。

而在黄蒿界镇庙湾村，种植户王

永峰家六百多亩连片玉米色泽金黄、

长势喜人。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

回穿梭，一排排玉米秆被收割粉碎，脱

了皮的玉米棒被快速装进集粮箱。不

一会儿工夫，金灿灿的玉米就被装得

满满当当。

“将全镇零散的土地盘整起来实现

规模化运营，对于种粮机械化、防止土

地撂荒以及保障粮食安全有着重要作

用。”黄蒿界镇副镇长王怀飞介绍。

“小块散田”“低效良田”是限制现

代农业发展的因素。在推进农村“三

变”改革工作中，黄蒿界镇以“马季沟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实行股份合

作集体经营”模式为试点，在全镇6个

村探索推行“一户一田”“一组一田”改

革，实现了“小块并大块、多块变一

块”，很多农户因此受益。

积极推进特色农作物产业高质量

发展，从自家的零散种植转变为以一

户一田为主，再改革为一组一田，蓬勃

发展起来的现代农业大大提升了农业

机械化水平，增加了农民收入。与此

同时，不断涌现出的家庭农场，改变了

过去的种植方式，为美好乡村建设谱

写出华彩乐章。

家庭农场的出现，使黄蒿界镇贺

阳畔村村民贺真堂家有了新变化。过

去，他只是个种粮专业户。如今，他有

了新的身份——农场主。2021年，他

通过土地流转，建立了景乐家庭农

场。“我们今年承包了1000亩土地，发

展循环农业，种的玉米可以养羊，母羊

可以繁殖，羊子可以出售，羊粪可以施

用到玉米地里，降低了投资，提高了效

益。”贺真堂说。

景乐家庭农场通过三年的建设，

形成了以玉米生产为主，结合牧草倒

茬轮作的科学种植模式，同时结合白

绒山羊养殖、经济作物种植组成了种

植业、养殖业互补循环的良性发展框

架，实现了土地的整合利用。

实现农业现代化，务实粮食安

全，不断提高农民收益。目前，全镇

培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55家，家庭农

场 24 家，粮食种植面积已达 6.2 万

亩，机械化率达100%。乡村振兴靠

产业，产业兴旺靠特色。近年来，黄

蒿界镇党委、政府坚持“现代农业富

民”的发展战略，把发展现代农业放

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推动镇

域经济持续发展的突出位置，通过大

力优化种植结构，引导农户发展特色

产业，提高农业附加值，打造了“马季

沟大米”“黄蒿界西瓜”等特色鲜明、

知晓率较高的品牌，为现代农业开拓

了新路径。

春华秋实，不负耕耘。一幅幅色

彩斑斓、美不胜收的丰收画卷在田野

展开，一曲曲热烈欢快、发自肺腑的丰

收欢歌在靖边大地唱响。

工人展示收获的山药工人展示收获的山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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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陕西省城固县龙头镇立足镇域农业资源优势，以

绿色有机为发展目标，采取优化品种布局、现代化生产、发展稻

渔综合种养等方式，提高了大米的品质和效益，打造了稻渔小

镇名片，增加了群众收入，使传统农业焕发出新生机。

整合资源
全产业链一体发展

土地适度规模化。龙头镇成立土地流转小组，做好群众工

作，农户不仅可以获得土地流转收入，而且可以采取土地、资金

等多种形式入股合作社，每亩收益比自己耕种多300元以上。

打通机械化关键节点，建成陕南首个工厂化智能育苗中心，为

水稻育苗提供了一站式服务，实现育秧后直接到大田种植，减

少了移栽环节，打通了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关键节点。全面

实现机械化生产，建成镇农事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农业生产全

流程现代化农事服务，配备拖拉机、插秧机、无人机等农机30余

台，为实现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提供了有力保障。建成智能化

大米加工生产线，配套烘干、加工、冷储、抽真空、包装等设施，

防止了“秋淋”影响，保障了粮食安全，提高了大米的出品率及

质量，年产出大米可达4万吨以上。

抢抓机遇
发展稻渔综合种养

实现稻渔共赢。龙头镇大力发展稻渔综合种养产业，从

最初的 50亩发展到现在的 8000 余亩，涵盖稻蟹、稻鳅、稻

鳖、稻虾等多种模式，通过绿色种植、生态养殖，大大提高了

稻米和渔类的品质和价值，实现了“一田多收、一水多用、渔

粮共赢”。强化技术支撑，深化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依托农

业、科技部门单位技术资源，引进先进稻渔综合种养技术。

同时，加大本土人才培养力度，培育出了一大批既懂“渔”又

懂“稻”的“土专家”。提升品牌价值，通过稻渔综合种养，进

一步提振了龙头大米的品质和影响力，打造了“鸭田米”“鱼

田米”“汉龙贡”等高端大米品牌，价格由原来的2.3元/斤到

现在的渔田米15元/斤，“渔因稻而优、稻因渔而香”的发展

理念得到各级认可。

政府引领 强化服务保障

强化党组织统筹指挥。龙头镇成

立镇稻渔综合种养产业联合党委，抽

调干部组建稻渔综合种养工作专班，

充分利用好城固县产业链党组织纽带

作用，定期召开会议，协调解决发展难

题，引领发展方向。完善基础设施，利

用涉农、涉产业项目资金，重点加强田

间基础设施建设、苗种基地建设、示范

区建设、农机购置、加工生产线等固定

资产投资，既保障了大米产业发展，又

改善了招商引资环境。鼓励激励担

当，坚持落实《龙头镇村干部工资与集

体经济挂钩实施办法》，在壮大村集体

经济的同时让干部“有奔头”。同时，

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将稻渔产

业发展情况纳入镇、村干部积分制考

核，考核结果与干部待遇挂钩，按年度

绩效兑现考核结果。

三产融合 实现多方共赢

实现群众增收。龙头镇通过土地

流转，使无劳力耕种、外出务工群众每

亩土地收入900元。智能育苗中心、农

事服务中心可提供季节性用工岗位

100余个，稳定岗位10个，带动周边群

众就近务工增收。同时，机械化代替传

统生产方式，每亩可为群众节本300元

左右。壮大村集体经济，村集体通过土

地流转入股、经营权入股、土地托管、发

展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实现增收，村集体

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壮大。企业节本增

效，企业通过发展订单农业，引进先进

生产线，提高了大米的质量和生产效

率，增加了收益。带动当地服务业发

展，依托稻渔产业核心区田园景观和六

一村千亩荷园，打造荷园美食一条街，

开办跑马场、游乐场、小吃摊位等30余

处，夏季游客日吞吐量可达5000余人，

有效拉动当地经济增长。

（周茂来 陈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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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细柳街办
杨柳村宏图苗圃供应:各规格珍稀绿化

苗木，5-20年生的牡丹花、石榴苗、香花

槐、黄金槐、龙爪槐、北海道黄杨、常春藤、

小叶扶芳藤、无花果及各规格常规苗木

皂角、北美海棠、国槐、樱花、玉兰、银杏、红

叶李、红叶碧桃、红叶石楠、栾树、苦楝、七

叶树、白皮松、华山松、油松、云杉、法桐、

侧柏、突尼斯无籽石榴等。量大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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