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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洛川土基镇陕西洛川土基镇：：

特色种植有特色种植有““钱景钱景””
李进 舒捷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张小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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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鹏）去年以来，陕西省靖
边县按照“围绕一个目标、调动四方
主体、建设四项系统、形成一套体
系”的“1441”机制，安排专项资金，
强化运营监测，有效完成了56.26万
亩的地膜科学使用回收目标任务，
为推进全县废旧农膜回收再利用工
作、切实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促进农
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通过“1441”机制的建立和运
行，靖边县已形成了“机械捡拾为
主、农户捡拾置换、企业加工利用”
的循环经济理念和农业生态环境保
护措施，推动废旧农膜回收与资源
化利用相融合，持续降低田间地头

“白色污染”和废旧
地膜残留数量，让废
旧地膜“变废为宝”，
让农民减少生产成
本、增加收入，让农
业生产可持续发展，
人居环境有效改善。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培养一批有文化、
懂政策、善经营、会管理
的农村致富带头人，更
好地宣传推广地方资源
和本土特色产品，带动
群众致富增收，8月27-
29日，陕西省商南县农
业农村局组织开展了
2024 年致富带头人暨
产业发展指导员培训，
全县 10个镇办 380 余
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本次培训旨在解决
商南县目前存在的农业
特色产业发展薄弱、专
业人才短缺、农村致富
带头人能力弱等问题，
提升县域农业科技领军
人才综合素质，提升学员农业技术、
企业管理、规划本村产业发展的技能
本领，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
人才保障。

此次培训为期3天，邀请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专家学者就“特色产业与
绿色农业”“粮食安全”“乡村治理”等
内容开展专题教学，学员们认真记笔
记，积极探讨，踊跃发言，他们纷纷表
示，要强化自身责任意识，探索适合
本村发展壮大的特色产业，加强对外
交流学习，扩宽干事创业思路，带农
助农增收致富。 （万小丹）

陕西靖边：

“白色污染”
进入“绿色循环”

陕西黄龙白马滩镇：

设立核桃收购点 服务群众零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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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陕西省洛川县土基
镇充分利用资源禀赋，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在发展苹果主导产业
的同时，积极优化农业种植结
构，将特色农产品与乡村振兴相
结合，引导农户尝试西梅这一新
兴林果业种植，让特色林果业成
为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民
持续增收致富的新引擎，实现产
业壮大、群众增收致富。

立秋刚过，范家塬村的500
余亩西梅迎来了丰收采摘季。8
月18日，范家塬村首届“法兰西
梅苏·8”西梅观赏采摘活动在种
植示范基地举行。

“该品种适应性强，树体中
庸抗寒耐旱，果实多为椭圆形并
以短枝结果为主，果实富含维生
素、矿物质、抗氧化剂及膳食纤
维。”洛川县绿野上品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付田
锋介绍说。

经过多年的精心种植，付田
锋的“法兰西梅苏·8”西梅种植
步入正轨，今年进入盛果期，第
一批果子一经上市便被消费者
抢购一空。付田锋结合市场需
求和农民意愿，引导有意愿的农
户统一种植，管理关键期选派技
术员为农户进行技术指导，有效
促进西梅产业提质增效。

进入采摘期以来，基地的西
梅订单源源不断。由于西梅采
摘期短，不易长时间储存，需要
大量用工，这就解决了附近村民
在家门口就业的问题，采摘高峰
期每天可吸纳当地30多名劳动
力前来务工。

近年来，土基镇在推动乡村
振兴过程中，围绕乡村振兴总要

求，积极探索新发展思路，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通过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发展和壮大
特色水果、蔬菜种植产业。截至
目前，全镇西梅、樱桃、香菇等特
色产业种植面积近1000亩，为
群众在苹果主导产业之外又开
拓出一条增收致富新渠道。

“西梅产业的成功引入和发
展，不仅丰富了我镇的农产品
种类，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
还为我镇打造多元化、高品质
的农业产业体系奠定了坚实基
础。下一步，土基镇将在以苹
果产业为主导的基础上，因地
制宜，发展西梅、樱桃等多元化
特色产业，不断优化特色产业，
提升产业质量，助推乡村振
兴。”土基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羽莹表示。

本 报 延 安 讯（通讯员 白 杨
越）“有了这个收购点，卖核桃就
不用跑出去了，真的很方便……”
近日，在陕西省延安市黄龙县白
马滩镇王庄村，村民杨凤霞如此
说道。

今年以来，白马滩镇便民服
务中心紧扣“组织起来、服务群
众、富裕群众”主题，创新落实抓
党建促乡村振兴“123456”工作思
路，用活服务群众周“解忧”载体，
积极开展服务行动。

近日，为加快青皮核桃收购
速度，增加群众收入，白马滩镇便
民服务中心积极行动，在整个柏

峪川设立了4个核桃收购点，分别
有柏峪村委会收购点、下柏峪村
收购点、王庄村收购点、检查站收
购点，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售
卖核桃，方便又快速。

核桃作为白马滩镇的重要农
产品，是村民们的重要经济来源
之一。然而，过去由于收购渠道
不畅，村民们常常面临销售难题，
收入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为解决这一问题，白马滩镇
便民服务中心经过深入调研和
精心筹备，提前对接核桃采购
商、销路、价格等问题，果断设立
了4个核桃收购点。这些收购点

分布合理，方便村民们就近出售
核桃，收购点配备了专业的收购
人员和设备，确保收购过程公
平、公正、公开。

熟了核桃，富了乡邻。通过
设立核桃收购点，不仅加快了农
产品的收购速度，减少了村民们
的销售成本和时间成本，还提高
了核桃的销售价格，切实提升了
群众的收入，为乡村振兴注入了
新的活力。下一步，白马滩镇将
持续关注农产品收购情况，不断
优化收购点的服务质量和效率，
为村民们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
真正实现助农增收。

柿子红了
近年来，陕西省大荔县

段家镇将柿子产业作为乡村
振兴的主导产业来抓，全镇
种植的“八月黄”“吊红”“火
葫芦”等柿子达上万亩，成为
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图为8月26日，段家镇果农正
在采摘柿子。

本报通讯员 李世居 摄

扫描二维码
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