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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

腰，轰鸣的收割机轻盈地

在田间打了几个来回，饱

满的谷粒便被“收入囊

中”……8月15日，烈日当

头，四川省成都市东部新

区石板凳街道观音村的田

间，热闹的丰收场景引得

村民纷纷前来围观。

7月以来，四川省遭遇

持续高温热浪，盆地东部、

南部、川中丘陵和川西高

原中北部、攀西地区东北

部等地出现较重旱情。当

前正值川中丘陵水稻抽穗

扬花至成熟收获的关键时

期，水稻产量有没有受到

影响？记者跟随四川省农

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

研究所吕世华研究员来到

田间一探究竟。

“折合亩产 813.2 公

斤！”当地种业公司对农户

刘克明的0.25亩采用“大

三围”覆膜节水栽培技术

的稻田进行了现场测产，

测算出了一个令人惊喜的

好成绩。

什么是“大三围”？吕

世华告诉记者，“大三围”水
稻覆膜栽培技术是使用薄
膜覆盖开厢起垄的厢面，在
薄膜上开出间距10-12厘
米的等边三角形小孔进行
插秧的水稻种植新技术。

“大三围”又有什么特

别之处？由于覆膜种植能
让土壤温度提高，有机肥

料分解加快，同时抑制了
杂草生长，减少了水稻病
害的发生，在增产增收的
同时还能实现节水抗旱、
省肥省工。“东部新区过去
一亩田标准灌溉水量为
250立方米，现在连100立
方米都不到，节水率达60-
70%，在今年这种高温干
旱条件下抗旱效果表现尤
为突出。”吕世华说。

“从4月 10日插秧起

就一直干旱，相当于在旱

地里种水稻了，我之前还

担心会没有收成。”在当地

从事了多年技术推广的种

粮大户范治良告诉记者，

得益于“大三围”技术的应

用，今年缺水田块也能保

障亩产500公斤以上的收

成，轻度缺水田块每亩产

量预计在700公斤左右，水

源相对较好的田块能达到

每亩800公斤以上。

“‘大三围’技术节水

抗旱效果显著，目前已在

全区6个镇街推广。”据成

都市东部新区水务事务监

管中心水资源处负责人李

燕强介绍，今年的持续高

温干旱给东部新区生产生

活用水保障带来严峻考

验，实践证明“大三围”水

稻覆膜技术的应用对水资

源高效利用和保障粮食安

全具有重要意义，将进一

步在东部新区推广应用。

（据《四川农村日报》）

本报安康讯（全媒体记

者 王革委 通讯员 刘媛媛）

“自从有了监控视频，让我

们的工作好开展很多，通

过监控视频的覆盖将治安

防范措施延伸到群众身

边，方便了我们对社区的

管理，社区的治安得到了

极大的改善。”近日，陕西

省安康市平利县广佛镇广

佛寺社区党支部书记彭泽

兵向记者介绍该镇的“雪

亮工程”，广佛镇重点公共

区域共设监控点位300余

处，对全镇重点路段、重点

区域、重点场所进行24小

时监控，构建起全方位平

安网络。

“这下好啦！自从社

区重点区域安装监控视频

后，大家的心里都踏实

了。”住在广佛寺社区的崔

琴一脸高兴地说。在社区

里转了一圈，看到社区的

重要出入口、人口密集区

都装上了高清摄像头，一

双双“电子眼”紧盯着，邻

里相处能够自我约束、相

互监督，矛盾纠纷自然就

少了。

据悉，广佛镇结合“三

联三抓”机制，选任优秀的

政法干警到村担任法治副

书记，深入群众调解矛盾

纠纷。同时积极做实做细

“321”基层治理模式、开展

平安建设宣传、加强治安

巡逻防控，居民的安全感、

幸福感、获得感指数进一

步提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

学院教授冯佰利与小杂粮

打了30多年交道，他用亲

身经历向记者讲述了小杂

粮产业变革之路。冯佰利

说，随着人们消费结构的调

整，愈发追求健康养生潮

流，以小杂粮为主要原料的

便捷产品，为传统粮食产业

高质量转型升级提供了方

向，更为陕西小杂粮产业快

速发展提供了机遇。

“温饱粮”成“致富粮”
产量规模大幅提升

从1990年开始，冯佰

利致力于小杂粮研究推广

和产业开发工作，经过多

年努力，团队选育的“西农

9976”“西农9978”荞麦品

种突出了荞麦易脱壳、出

粉率高、品质优良的特

点。另外，“陕糜1号”“陕

糜 2号”糜子品种突出优

质、适于机械化的特点，已

经成为陕西省荞麦和糜子

主产区的更新换代品种。

特别是培育出适合产

业化开发的系列小杂粮品

种，如西农系列荞麦品种、

陕糜系列糜子品种、宝绿

系列绿豆等小杂粮新品

种，推动了产业技术进步

和产业发展，为产业转型

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品种支撑。

通过小杂粮生产方式

新变革，目前已在定边、靖

边、府谷、宝塔等县区小杂

粮试验示范基地，示范区

单户综合生产能力提

高20倍以上，亩节约

生产用工费用150元

以上，增收100元以

上，涌现出一大批百

亩、千亩规模化生产

的荞麦、糜子、谷子新

型经营主体，促进糜

子、荞麦、谷子等小杂粮

由传统小农人力畜力原

始生产方式逐步向现代

产业化生产方式的转变。

十年来，冯佰利和

他的团队对小杂粮体

系收集、鉴选评价小杂

粮资源3000余份，选

育小杂粮品种17个。

“粗粮”成“营养食
品”受众人追捧

“如今，中国人从吃饱

吃好，已经转变为吃出健

康，小杂粮不仅仅是中国

粮食安全的重要补充，也

是平衡居民健康饮食结构

的‘新宠’。”冯佰利说。

冯佰利及其团队从提

高小杂粮知名度和消费者

认可度着手，与榆林市相

关部门共同研究确定荞麦

粉（包括苦荞粉、荞麦米、

苦荞米）、黄米、小米、绿

豆、小黑豆（包括小黄豆）

五大小杂粮产品优势，重

点开发优质产品，着重宣

传榆林小杂粮。

不仅如此，冯佰利及其

团队结合国家“一带一路”

发展战略，积极开展国际合

作，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日本等国家小杂粮相关研

究部门建立联系与合作，进

行陕西省小杂粮品种与产

品推广，使陕西的小杂粮

品牌在国内外得到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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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惧高温干旱
这里水稻有“膜”力

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聚聚焦产业发展焦产业发展

全媒体百全媒体百县行采访活动县行采访活动

冯佰利：深耕小杂粮 成就品牌“天下知”

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
这十年这十年这十年这十年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广佛镇：

“雪亮工程”点亮平安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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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耿苏强 贺承光

绿树丛生的山腰里，一个个土蜂箱

错落有致。正值午后，闷热的高温中，

一时间也失去了蜂群忙碌的景象。

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金硕中蜂

养殖专业合作社的5号基地里，负责

人姜勇军穿上防蜂服，慢慢打开蜂

箱盖，轻柔地提起一脾蜂，亮黄纯净

的蜂蜜附着其上，煞是好看。

旬邑县中蜂养殖产业发展得

好，和其所在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

系。旬邑县地处渭北黄土高原沟壑

区，中蜂养殖历史悠久，自然资源得

天独厚，林果覆盖率高达75%，有苹

果、海棠、五倍子、漆树、沙棘、枣树

等各种蜜源植物240余种，其中，中

药材蜜源植物180余种，为发展中蜂

养殖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条

件。

近年来，马栏镇把“小蜜蜂”当

“大产业”来抓，为鼓励群众发展蜂

产业，积极与企业“牵线搭桥”，大力

推进中蜂特色产业发展，通过政策

引领、打造基地、搭建平台、技术培

训等措施，促进全镇中蜂特色产业

保持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

姜勇军告诉记者：“我们家从我爷

爷那一辈就开始养蜂，养一箱蜂，比种

一亩地的经济效益要高。几年前，我

就想能不能将蜜蜂规模化养殖。

2017年，我回到家乡，联系了当地养

殖规模较大的农户们，建立了旬邑金

硕中蜂养殖专业合作社，此举得到了

县、镇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为我们的

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们这里气候比较干燥，蜂蜜

的波美度（即蜂蜜浓度）较高，含水

量小，可以轻松达到国家蜂蜜一级

标准。”姜勇军说：“所以，优质的蜂

蜜也不会为销路发愁，我们还与军

区干休所签署合作协议，定向销售，极大地畅通销

路，为蜂农解决了后顾之忧。”除了出售纯天然蜂蜜

外，合作社还将蜂蜜深加工、延长产业链作为未来

发展的重点。“土蜂蜜结晶后卖相较差，我们将土蜂

蜜和人参结合制成含片，不光存储方便、营养价值

高，经济效益也更好。”

产业发展是巩固提升脱贫成果、助推乡村振兴

的关键所在。马栏镇以“政府引导、企业带动、群众

受益”为核心，发展中蜂规模养殖，在南岭、阳坡头

建成中蜂养殖保护区，共养殖中蜂1.1万群，发展专

业合作社7个，年产优质蜂蜜5.5万公斤，实现增收

480万元，有效拓宽了马栏镇产业多元化，增加了群

众收入。

近年来，旬邑县委、县政府持续把培育特色优

势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首

要任务，充分利用旬邑县蜜源植物资源优势，因地

制宜，将中蜂养殖产业作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一个重

要途径，制定各项扶持政策，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全

力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建成了一批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中蜂良种繁育基

地、中蜂养殖示范园、家庭示范蜂场。引进优良蜂

种9600余群，现场培训蜂农210人次，培育中蜂养

殖专业合作社7个，建成标准化中蜂养殖示范场26

个，注册形成了“旬蜜源”“豳蜂蜂业”“豳蜂莱”“深

山源”等一系列土蜂蜜及其深加工产品品牌。

从一箱箱小蜜蜂，到一条逐渐成熟的中蜂养殖

产业链，该县产业研究持续深入，技术投入不断加

强，求精求实、强化品牌意识、拓展营销网络，把产

业做大做强，让蜂农过上甜蜜的好日子。

在哈萨克斯坦海外农业科技

示范园建设的小杂粮基地，专家

一行查看作物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