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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收时节，陕
西省黄龙县成立的专业
合作社、农事服务中心
等服务机构变身农田

“保姆”，提供的托管服
务让农民省心又增收。

在黄龙县界头庙镇
界头庙村，该村党支部
书记吕玉臣说：“农业机
械化程度高了后，村上
又解放出来一部分劳动
力，他们或到外地打工，
或到果园里套袋，或去
管理大棚，从而增加了
收入。根据统计，我们
村上去年有48名外出
务工人员，平均每个人
增加收入3万多元。”

据了解，2022年，界头庙村整合乡村振兴
衔接资金及其他项目资金290余万元，成立了
坤塬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购置了玉米收割
机、拖拉机、无人机等农业机械，对玉米进行耕
种防收等托管式服务。今年，界头庙镇农业社
会化服务托管面积达到2万亩，平均亩产约为
1300斤。

界头庙村村民龚长青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我种了150亩玉米，犁地、旋耕、收割、无人机
打药等都由合作社统一管理，特别方便。合作
社有了利润后以户为单位给群众分红，去年每
户分到了450元。我本身就是合作社的农机
手，每年春季开拖拉机犁地、旋地，秋季开联合
收割机收玉米。一年下来，也能给我创造几千
元的收入。”

而在黄龙县三岔镇，占地15亩的玉米烘
干场日烘干能力能达300吨，再加上2座烘干
塔、3座1000吨的粮食存储仓，有效保障了当
地的粮食安全。

同样，黄龙县崾崄乡为了服务当地村民建
立的崾崄乡农事服务中心，配备了农资储备
区、机械棚、粮库、烘干塔和干粮储备仓，从前
端农资购销，到生产环节托管，再到后期产品
统一批量销售和秸秆回收利用，都在进一步增
加联合社利润，实现效益最大化。

黄龙县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成功实现了
玉米生产的现代化、规模化和高效化，不仅提
高了玉米的产量和质量，还增加了农民的收
入，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动力。未来，黄龙
县将继续深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强科技创
新，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农业现代化
和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本报讯（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
者 张慧慧）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
神，主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新常态，榆林市现
代农业培训中心于11月4日至25日成功举
办了三期高素质农民培育培训班。此次培训
旨在通过农业科技大培训，以培训带动创业、
以创业带动产业、以产业促进增收，为陕西省
榆林市的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

11月4日至11日，榆林市现代农业培训
中心开启了玉米班的培训。开班仪式上，榆林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高登以“学用‘千万工程’
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进行授课。
他的讲解深入浅出，为学员们提供了宝贵的理
论和实践指导。

在为期一周的培训中，学员们不仅学习了
玉米高产栽培技术、品牌农业培育案例、榆林
市主要粮食作物膜际栽培技术研究与推广等
专业知识，还前往家庭农场、果树种植基地、肉
牛养殖基地等现场教学点进行了实地观摩和

学习。通过互动研讨和现场教学，学员们不仅
掌握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还增强了
创业就业的信心和能力。

11月11日至18日，榆林市现代农业培训
中心继续开展了种植班培训。此次培训邀请
了多位具有丰富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专家
进行授课，内容涵盖了玉米高产栽培技术等多
个方面。

在现场教学环节，学员们参观了设施果蔬
合作社、冷贮库及农机服务点等多个示范点，
深入了解了现代农业的生产模式和管理经
验。此外，学员们还进行了农业技术考试，通
过严格的考核，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专业素养
和综合能力。

11月18日至25日，最后一期养殖班培训
如期举行。此次培训在前两期培训内容的基
础上，更加注重养殖技术的传授和实践应用。
学员们学习了综合养殖技术、农产品质量安全
等专业知识，并深入养殖基地和农业示范园区
进行了实地观摩和学习。

本报安康讯（农业科技报·中
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王革委）“今年
天麻价格不错，每斤15元左右。我
们农场种了100多亩，虽然前期遭
遇了干旱天气，但在汉滨区林业局
的技术指导下，及时采取措施，没
有减产减收。”11月21日，记者在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沈坝镇元丰
六组采访时，中药材种植家庭农场
负责人石涛说道。

据汉滨区退耕还林工作站站
长成伟介绍，近年来，汉滨区依托
广阔的林地面积、得天独厚的自然
优势和巨大的特色林果园林下种
植空间，紧紧抓住各级相关政策，
充分发挥自然与人力两大资源优势，按照林上
采果、林下种养立体复合发展模式，采用良种
化、标准化、园区化、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路
子，在全区推广“林+芋”“林+蜂”“林+禽”和

“油茶+N”等模式，不断推进林下经济发展。
“近期，全镇各村各组都在发展林下种植，

返乡‘能人’和村民更是热情参与。”沈坝镇党
委书记杨安介绍道。

据了解，自2022年以来，汉滨区首次把林
下经济列入全区林业产业奖补范筹，对实施林
下种植面积达到一定规模，且符合林下种植技
术要求的每亩农田补助1000元；对利用林地
实施林下养蜂，每100箱为一个单元，年产值达
到10万元以上，每单元奖补10000元；对利用
林地实施养鸡，每1000只（羽）为一个单元，年
产值达到10万元以上，每单元奖补10000元。
截至目前，汉滨区林下种植面积累计达到
18.27万亩，其中中药材种植面积8.13万亩，包
含天麻、猪苓、黄精、黄连、淫羊藿等，林下养殖
230余万头（只、羽），已建成省级林下示范基地
3个，林下经济年产值达到10.58亿元，带动就
业2.59万户。

陕西大荔韦林镇：

铁棍山药丰收上市
泥土地里挖出“好钱景”
本报渭南讯（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

网记者 陈小文）11月中下旬，陕西省大荔县韦
林镇800余亩铁棍山药成熟上市。在韦林镇义
园村三组村民胡有生的山药地里，工人们手拿
耙子、掏铲等工具忙着采收。

每年3月20日前后是种植铁棍山药的黄
金时间，11月中旬即可收获。义园村因水土
适宜、种植技术成熟，加上镇、村两级的积极鼓
励和引导，山药产业已初具规模。个头均匀、
口感脆绵的铁棍山药名声在外，深受消费者的
青睐。

该镇山药产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富余劳动
力就业增收。在每年山药成熟的季节，仅义园
村就需用工50余人，这也为周边农民农闲时节
提供了新的增收途径。

韦林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敏说：“下一
步，韦林镇将通过整合小地块，实现规模化种
植，结合‘线上线下’销售，进一步拓宽销路，推
广规范化、标准化种植，提高种植水平，打造韦
林山药品牌，积极探索采收加工，延长产业链，
全力保障全镇山药产业发展。”

陕
西
黄
龙
：

托
管
服
务
让
农
民
省
心
又
增
收

托
管
服
务
让
农
民
省
心
又
增
收

胡
黄
忠
农
业
科
技
报
·
中
国
农
科
新
闻
网
记
者
张
小
雄

陕西榆林开展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培训班

机械化收获、晾晒、仓储等让群众更省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