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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看三秦乡村振兴看三秦乡村振兴看三秦乡村振兴看三秦

一 线春耕

陕西省白河县：

按下春耕备耕“加速键”
本报安康讯（通讯员 付智磊 许晓燕 农业科技

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王革委）3月6日，记者从陕西
省白河县农业农村局获悉：截至目前，该县开展小麦、油
菜春季田管6.3万亩，春播面积预计达16.5万亩。

据了解，为全力做好全县春耕备耕工作，确保夏粮
稳产丰收，白河县农业农村局立足农业生产实际，早谋
划、早部署，坚持不误农时抓生产，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
政同责，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全力打响打好春耕备耕
第一仗，按下春耕备耕“加速键”。

农资先行备春耕。该局积极组织农资企业开展种
子、肥料等储备工作。截至目前，储备玉米、大豆等粮油
作物种子700余吨，农膜、肥料1500余吨，检修、调配微
耕机和播种机等农机具1000台（套）。县域内各农资经
营门店，肥料、农药、种子等农用物资准备充足。同时加
强对农资市场整治检查管理，规范农资市场，从源头上
狠抓农资质量，确保农民群众用到“放心肥”，为春耕备
耕保驾护航。

深化服务进田间。该局制定并印发了《白河县冬
小麦春季田间管理技术指导意见》《油菜春季田间管理

“一促四防”技术》和《小麦病虫害识别与“一喷三防”技
术》等技术资料，农技干部纷纷下沉一线开展田间管理
和病虫害防治田间技术指导，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政策宣讲强信心。该局积极组织党员干部进村入
户召开院落会议，广泛宣传各项惠农政策，发放资料
1000余份，动员农民提早备耕。同时，利用微信公众
号、微信群等媒体，及时发布气象预警信息，全面掀起
春耕热潮。

依托千亿级设施农业和国家级蔬菜产业集群项目

陕西今年计划生产蔬菜陕西今年计划生产蔬菜
食用菌食用菌21002100万吨万吨

3 月 5日，陕西省园艺
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总结
2023 年 工 作 ，安 排 部 署
2024年重点任务。

2023 年，陕西省园艺
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全省七大类经济作物种植
总面积1800多万亩，总产
超过2300万吨，其中蔬菜、
食用菌全年种植面积782.6
万亩，产量 2103.89 万吨，
圆满完成全年蔬菜总产
1900 万吨的目标任务；茶
园面积 301.59 万亩，茶叶
产量13.97万吨；中药材面
积 471.89 万 亩 ，产 量
114.83 万 吨 ；桑 园 面 积
116.82 万亩，生产蚕种 30

万张，养蚕 20.41 万张，产
茧 0.82 万 吨 ；魔 芋 面 积
116.32 万亩，产量 105.85
万吨；花卉苗木面积 33万
亩。园艺产品稳定的种
植、充足的供给，有效保障
了消费市场需求。

会议明确，2024年，陕
西省蔬菜和食用菌生产任
务是2100万吨，任务较重，
关键还是要依托千亿级设
施农业和国家级蔬菜产业
集群项目，以推进设施化发
展增加复种、提高产出，围
绕大中城市保供和反季节
蔬菜生产供应重点，建设和
改造一批高标准蔬菜（食用
菌）保供基地，力争全年新

建和改造设施蔬菜基地10
万亩以上，确保设施蔬菜占
比超过 38%，促进产需平
衡、供应均衡。

会议强调，以蔬菜稳产
保供为重点，强化园艺作物
生产；以优势特色为突破，
强化“菜茶菌药”产业链建
设；以关键技术试验示范为
引领，强化品种、技术、模式
创新应用；以多元化技术培
训为支撑，强化人才队伍建
设；以信息调度为抓手，强
化产销信息监测和灾害天
气预警防范；以质量安全为
底线，强化蚕种、菌种质量
管理。
（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官网）

2023年，南美白对虾、东海青蟹等海鲜
在定边县盐场堡镇盐碱地养殖成功，为陕西
省榆林市盐碱水体资源的利用开辟出新途

径。图为3月7日，养殖工人正在给南美白
对虾投放饲料。

刘昊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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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延安讯（通讯员
杜婷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
科新闻网记者 张小雄）耕
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粮
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近年来，为推动“田长
制”建设工作落实见效，陕西
省黄龙县结合自身实际情
况，因地制宜探索制度落实
新模式，建立网格化管理的
耕地保护机制，坚决制止耕
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
化”，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和粮食安全底线。

耕地保护不仅仅是政府
的责任，也需要千家万户自
觉行动。“‘田长制’最直接的
效果就是能及时对违法占地

行为‘早发现、早制止’。”白
马滩镇党委书记石玉龙告诉
记者，“以前时常有占用基本
农田的违法行为，推行‘田长
制’以后，乡政府带领村组干
部齐心协力，早发现、早遏
制、早解决，把很多违法占地
行为遏制在萌芽状态。”

白马滩镇充分利用“五
级联动”工作群、微信公众
号、乡村大喇叭、悬挂横幅标
语、入户走访、村民小组会议
等多种方式，大力开展耕地
保护宣传工作。通过召开乡
村会议，组织学习耕地保护
政策文件，开展政策培训；利
用宣传车和村广播等多途径
宣传耕地保护政策，提高群

众知晓率。同时，设立违法
占用耕地举报电话、举报箱，
加强警示案例教育，强化相
互监督力度，提高群众耕地
保护意识。

下一步，黄龙县将持续
关注“田长制”的实施情况，
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政策，适
时动态调整，保障全县各级

“田长制”工作更加完善，落
实党政同责，坚决守住耕地
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
线。让广大干部群众深刻
认识到“采取长牙齿的硬措
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制度”的深刻意义，为扎实
推进“田长制”工作打下坚
实的基础。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

打好春耕生产“主动仗”
本报汉中讯（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康军 通讯员 何祥弘 蒋利轩）惊蛰节气一过，正是小
麦返青拔节、油菜抽苔期，更是水稻育秧的关键时期。
为确保全年粮食安全，夺取春季农业生产“开门红”，陕
西省汉中市南郑区组织农业技术干部，深入村组田间
地头调查了解生产情况，动员经营主体和农户，预防低
温冰冻灾害，指导生产技术，落实关键措施，掀起了春
季田管热潮。

今春的一场雨雪天气，有效改善了土壤墒情，但也
对农业生产带来一定影响。南郑区农业农村局多措并
举、精准服务，充分利用网络、广播、抖音、微信等媒介，
及时发布春季田管、春灌追肥、病虫防治、防灾减灾等
信息。该区还组织成立了种植业、设施农业和畜禽养
殖三个技术服务指导组，2月下旬以来，组织下沉农技
干部330余人（次），针对粮油生产、蔬菜设施大棚、畜
禽养殖、茶园、果园等农业生产开展防寒防冻技术指导
服务，并加强苗情、墒情、肥情和病虫害监测。开展现
场会12场（次），发放技术资料1600余份，培训群众
680余人次，全区组织开展油菜小麦病虫害防治1.26
万亩，春灌追肥25.3万亩，完成蔬菜种植5.4万亩，种植
马铃薯5.43万亩，茶园追肥13.6万亩，食用菌累计制袋
430万袋。

同时，该区加强农资市场监管，组织执法人员开展
种子质量抽检和市场检查，全区春播备种23.5万公斤，
备肥1.1万吨，组织检修农机具2100余台件。“下一步，
我们还将不断加大对农户的服务指导力度，加强农机
手培训，全力为春耕备耕‘保驾护航’。”南郑区农业农
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陕西省黄龙县：

全力绘就耕地保护“同心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