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临潼
区雨金街道照渠村的西安市番茄
研究所，工人在进行番茄育苗。

据了解，临潼区已建成番茄
智能化育繁推中心、番茄标准化
生产示范基地，将配套建设仓储、
分拣、冷链等设施，完善“线上电
商平台+线下销售网络”营销体
系，进一步打造番茄产供销一体
化全产业链，番茄产业将在做优
现代农业、促进群众增收等方面
发挥巨大作用。 王三合 摄

小番茄干出大小番茄干出大““柿柿””业业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版版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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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编辑：：董文兰董文兰 校对校对：：党党 菲菲 美编美编：：董文兰董文兰

20242024年年44月月1010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一 线春耕春耕

陕西岚皋：

“春耕”变“春收”羊肚菌奏响“丰收曲”
本报安康讯（通讯员 廖霖

段明珠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
新闻网记者 雷建梅）连日来，
陕西省岚皋县蔺河镇茶园村的
羊肚菌大量成熟，全面进入采
收期，工人忙着采摘。羊肚菌

“抢鲜”上市 ，“春耕”变“春收”，
在春日的田野里绘就出乡村振
兴的好“丰”景。

羊肚菌基地负责人张建设
告诉记者：“我们在村里流转了
10亩土地进行羊肚菌种植，现
在正是采收季节，羊肚菌鲜菌
价格为60元一斤，烘干过后每
斤价格为400－700元，年纯收

入30余万元。羊肚菌可以持续
采摘到4月中旬。我们所产的
羊肚菌，一部分送往县城超市
售卖，一部分送去加工厂烘
干。通过‘鲜菇+干菇’相结合
的方式，延长了羊肚菌的保存
时间，拓宽了销售渠道，完全不
愁销路。”

据了解，岚皋县共有6个镇
7个村发展食用菌，主要有香
菇、平菇、木耳等品种，占地200
余亩，其中林下种植120亩、大
棚 80 亩，建有食用菌保鲜库
200 平方米、烘炕房 600 平方
米、烘炕设备18台。年产鲜香

菇、平菇、木耳600吨，实现年销
售额600万元。

“推行农超对接，让新鲜羊
肚菌采摘完成直供县城超市，
不仅降低了农户生产的风险，
减少了流通环节，还从源头上
确保了产品的质量安全，为市
民提供新鲜、放心、实惠的优质
农产品。”岚皋县农业科技服务
中心高级农艺师马新鸿说。

接下来，岚皋县将进一步
加强农超对接，构建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产销一体化链条，创
新乡村振兴实践形式，努力做
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陕西渭南临渭区：

奏响春耕“交响曲”
本报渭南讯( 胡洋 农业科技报·中国

农科新闻网记者 陈小文）为全面推进春
耕备耕生产工作，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农
业农村局因地制宜选优品，全力抓好指导
服务和农资保障工作：农业技术服务团队
到田间地头“传经送宝”，及时解决农户的
技术难题；各乡镇加强宣传引导，向农户
宣传春耕生产知识以及各类农业政策；宣
传部门通过视频号、抖音等新媒介开展培
训指导，对群众提出的问题“把脉问诊”，
为春耕工作提供专业“智力”支持……一
系列举措为全年粮食丰产、农民增收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陕西靖边畔沟便民服务中心：

13个项目集中动工
本报榆林讯（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

闻网记者 符金壮 通讯员 白凌燕 郝孝鑫）
近日，陕西省靖边县畔沟便民服务中心实
施的农业与生态示范中心创建项目建设奋
战正酣，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一派繁忙。该
中心紧盯6大类29小类项目工作任务，持
续发力，已启动4座拦砂坝续建、3座病险
库坝加固、3处点位绿化、700亩林业产业
示范园、5600亩人工造林、“一镇一园”屋
顶光伏等13个项目，扎实推动典型建设及
重点项目建设全面开工。

陕西靖边：

乐享春日“莓”好时光

本报榆林讯（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
闻网 符金壮 通讯员 白凌燕）3月28日，
在陕西省靖边县满园绿家庭农场草莓采
摘园内，一排排草莓长势喜人。绿叶白花
间缀满了一颗颗饱满鲜红的草莓，大棚中
散发着淡淡的果香，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
不断（如图）。

为构建农旅融合、产融结合经营新模
式，实现“以小博大，向平方米要效益”的
目标，近年来，该农场在种植草莓、葡萄、
无花果等特色水果的基础上，另设采摘体
验、游览观光、特色农家乐等功能区，并开
设烧烤、娱乐等互动体验项目，目前已成
为靖边远近闻名的一站式农业庄园。接
下来，该农场将继续大力发展特色种植，
不断推进现代农文旅融合发展，让农场振
兴之路越走越宽。

战略擎画开新局，一张蓝
图绘到底。

近年来，陕西省佛坪县大
河坝镇以“千万工程”经验为引
领，持续推动生态环境、产业发
展、乡村治理等多方面实现跨
越式发展，绘就了一幅美丽乡
村振兴新画卷。

以生态为“基”，擦亮美丽
乡村“绿”底色。该镇坚持把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践行“千
万工程”经验的切入点，以“干
净、整洁、有序”为目标，区分高
山村、平川村、移民村的不同现
状，不搞“一把抓”“大帮哄”，充
分征求群众意见，每村形成一
套适宜的方案，坚持就地取材，
不大拆大建，发挥各村能人巧
匠作用，多花心思少花钱，巧妙
打造“一户一策一景”微景观，
汇聚成整村良好的整体效果。
通过“支部推动、党员带动、党

群互动”模式，带领群众从“要
我干”到“我要干”积极转变，不
断开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新局面。

以产业为“笔”，擎画美丽
乡村“兴”蓝图。该镇坚持以食
用菌产业为主导，大力推行“支
部联建、产业联盟、资源联享”
机制，规范运营秦之菌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年发展食用菌100
万袋，销售额达500余万元。因
地制宜持续壮大天麻、猪苓、山
茱萸、猕猴桃、草莓、高山冷水
稻、肉牛等特色产业种植养殖
产业规模，指导种植大户规范
建设山茱萸、天麻种植园2个，
建成社区工厂2个、规模养牛场
1个，吸纳80余名劳动力就地
就近就业。聚焦“乡村旅游+”
融合发展模式，整合陌上花开、
萍水相逢、良溪合居等精品民
宿，打造生态旅游线路2条，促

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以民生为“墨”，书写美丽

乡村“和”篇章。该镇坚持以乡
风文明“小切口”助推乡村建设

“大文明”，深入推进自治、法
治、德治相融合治理模式，规范
完善“一约一团五会”，将全镇
323名党员、50名法律明白人、
11名法律顾问嵌入11个人民
调解委员会和51个基层治理网
格中，构建起“综治中心+司法
所+派出所+基层法庭+网格”
的联动体系，形成齐抓共管、共
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工作格局。
深入践行“三下”工作法，推动
干部下倾、力量下沉，常态化预
防调处化解矛盾纠纷，做到“小
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
上交”。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作用，推动乡风文明、民风淳
朴，持续增强群众可感可及的
幸福指数。

陕西佛坪大河坝镇：

““千万工程千万工程””赋能乡村赋能乡村““蝶变蝶变””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康军 通讯员 李振威 李红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