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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咸阳：

““千万工程千万工程””开局良好开局良好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齐巨儒

陕西商南：

猕猴桃成为群众致富“金”果子
通讯员 李行 刘小翠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冯玉龙

近日，记者从陕西省咸阳
市农业农村局获悉，自“千万工
程”启动以来，咸阳市按照“示
范先行、压茬推进、点面结合、
整体提升”的工作思路，通过有
效整合各类资源力量，健全完
善工作推进机制，全市各级各
部门均将“千万工程”作为“一
把手”任务强力推进，成功实现
该工程的良好开局，为乡村全
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为确保“千万工程”的顺利
推进，咸阳市率先在市县两级成
立了工作专班，统筹推进各项工
作，形成了党委政府强力抓、行
业部门协同抓、县镇各级具体抓
的良好格局。这一举措不仅强
化了组织领导，还确保了各项任
务能够高效有序地落实。

同时，市委、市政府出台了
《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方案》
《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
验加快建设咸阳特色宜居宜业

和 美 乡 村 实 施 方 案（2023-
2027年）》以及《“千万工程”示
范村建设实施细则（试行）》等，
为“千万工程”的推进搭建起了
坚实的政策体系。这些文件明
确了4个方面21项重点任务、
10项保障措施、43项建设标准
及具体工作程序，为各级各部
门提供了清晰的任务书、路线
图和施工表。

在推进机制方面，咸阳市
不仅建立了月抽查、月调度、现
场推进、年终考核机制，还在县
级层面建立了领导包抓和项目
台账管理制度，厘清了各级各
部门的工作责任，确保了各项
任务能够按时保质完成。同
时，咸阳市还结合深化“三个
年”活动和县域经济发展，进一
步细化分解了“千万工程”建设
任务，并将其实施情况纳入县
域经济发展工作汇报会和目标
责任考核范畴，进一步压实了
工作责任。

在示范引领方面，咸阳市坚

持示范引领和整体提升相结合
的原则。对2023年认定的44
个示范村进行巩固提升和宣传
推广，充分发挥其示范效应；对
2024至2026年申报建设的217
个示范村，则逐项对标省级41
项标准和“一方案一台账”建设
任务，分年度排出建设时序，形
成了梯次压茬推进、点面结合提
升的良好格局。

据统计，咸阳市已按照“县
申报、市审核、省备案”的程序要
求，逐项对标省级41项建设标
准，共核查筛选、申报备案了
2024-2026年度省级“千万工
程”示范建设村217个。这些示
范村的建设不仅将带动周边村
庄的整治提升，还将为全市乡村
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千万工程”的推进是咸阳
市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之
一。下一步，咸阳市将继续加大
工作力度，完善政策措施，强化责
任落实，确保“千万工程”各项任
务能够顺利推进并取得实效。

硕果飘香季，喜获丰收
时。近日，记者走进陕西省商
南县金丝峡镇江西沟村猕猴桃
种植基地，只见一个个成熟的
猕猴桃挂满枝头，村民们忙碌
地穿梭在藤蔓间采摘果实，一
派繁忙景象。

“别看这果子小小的不起
眼，收成好的年份，我们能采摘
鲜果10万斤以上，收入达到30
万元。”江西沟村党支部书记杨
大安介绍说，2017年，该村集体
经济组织流转了100亩土地用
来发展猕猴桃产业，建成现在
的猕猴桃种植基地，由江西沟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日常管
理等工作，基地农忙时，用工人
数可达20余人，户均年增收接
近一万元。

在富水镇洋琪村的猕猴桃
种植基地外，几辆运输车整装
待发，准备将采摘好的猕猴桃
运往佳忆德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的现代化生产加工车间，进行
分拣装箱发往市场。

商南县佳忆德果业有限责
任公司是一家集猕猴桃育苗、

种植、储藏、销售为一体的农业
产业龙头企业。该公司采取

“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运营模式，在富水镇建成标准
化猕猴桃示范基地2300余亩。
产品先后销往意大利、沙特阿
拉伯等国家和上海、广州、厦
门、北京等城市。

近年来，商南县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坚持把发展
特色产业作为群众增收致富的
重要抓手，立足县域优质的原
生态环境、独特的区位优势，按
照“扩基地、强龙头、创品牌”的

发展思路，坚持把猕猴桃产业
作为发展农村经济、推动产业
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重要抓
手，在富水、青山、城关、过风
楼、金丝峡等镇办建成规模连
片的猕猴桃产业基地，积极引
进龙头企业，大力培育生态农
业公司、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
体。目前，全县培育猕猴桃龙
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30余家，
带动3500多户群众户年均增收
2200元以上，走出了一条“政府
引导、企业带动、群众参与、合
力共赢”的产业发展之路。

本报西安讯（农业科技报·中
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靳民）近期，
陕西省西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以下简称“农技中心”）举办了外
来入侵生物防控技术视频培训
会，来自各区县农技中心的领导、
业务骨干50余人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会议深度聚焦于外
来入侵生物的现状与潜在危害，详
细解析了重点管理的入侵植物名
录，阐述了识别入侵物种的特征、传
播渠道、生态效应、早期预警技术和
综合性防控方案。培训讲师采用
理论结合实例的教学方式，确保参
会人员能够全面掌握知识要点，并
将其有效应用于实际工作中。

未来，西安市农技中心将持
续立足职能本位，充分利用人才
与科研资源优势，深化外来入侵
物种防控的基础科学研究，积极
探索生态调控、生物防治、物理化
学诱控等前沿技术的应用与示范
推广，全面提升防控技术水平。
同时，还将加大科普宣教力度，提
升公众对外来入侵物种的认知与
防范意识，增强行业从业人员的
识别及应对能力。

本报汉中讯（农业科技报·
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康军 通
讯员 周强）10月15日上午，在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新集烟站
收购现场，随着一筐筐金黄色的
烟叶被分级验收、称重入库，标
志着南郑区两河镇炉河坝村烤
烟交售工作正式启动。

炉河坝村位于南郑城区西
南方40余公里的深山里，有不
少耕地常年处于撂荒状态。今
年年初，两河镇积极落实耕地保
护任务，在该村开展了撂荒地恢
复工作，共计复垦耕地46亩。

为有效盘活土地资源，镇村
干部多方考察商议后，决定以

“五个农业”为抓手，实行“党支
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烟技能
手+脱贫户”模式，由村党支部牵头，以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为主体，将复垦耕地和周边其他
30亩土地一并流转建设粮烟一体化种植基
地，试点开展“烤烟+大豆”复合种植。新建标
准化烤烟烘烤工坊和分拣车间，聘请烟技能
手负责田间管理，吸引村民到基地务工，蹚出
一条产业发展、粮食稳产、群众获利、村集体
增收的“共赢”之路。烤烟种植全周期共吸引
30余户村民前来务工，累计发放工资18万余
元，带动28名脱贫群众人均增收4千余元。
经过测算，待烟叶全部售完，该村将实现集体
经济收入30万元，与烤烟套种的大豆也能实
现亩产100余斤。

“明年我们将按照镇上‘粮烟一体化示范
区建设’统一部署，全面推行‘烤烟+农作物’
复合种植，既保粮食又保增收，村集体和老百
姓的致富路将会越走越宽。”炉河坝村党支部
书记巫通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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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将采摘后的猕猴桃装筐村民将采摘后的猕猴桃装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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