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讯

小暑时节，万物葱茏。 黄土高

原上，满山遍野的苹果树，青果半

熟，累累叠叠。

1060

亩矮化密植苹果园，

100

亩黑枸杞，

60

亩樱桃园，

20

亩草

莓园，还有葡萄、油桃等

10

余个

水果采摘品种……走进陕西延安

市安塞区南沟村，山上栽下“摇钱

树”，树上结下“金果果”。

“淤地坝和水肥一体化的精准

滴灌是延安水果种植的黄金搭

档。 ”安塞区水土保持工作队副队

长刘涛说。 南沟村配备多个淤地

坝，下雨时通过排水系统把水引到

坝里，又在山顶建水塔，天气干旱

时用水泵抽水上山。 村里还配套

了水肥一体滴水灌溉设施，通过管

网压到每一棵树底下。

据了解，延安市共建成中小

型灌区

857

处，有效灌溉面积

80

万亩， 节水灌溉面积

61.95

万

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0.5736

， 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农

业灌溉用水效率不断提高。

农水互促， 延安探索出了小

流域治理与产业融合发展的独特

经验。“沟道打坝、梁峁整地、山坡

绿化”， 凭借一系列科学用水、生

态用水等综合治理措施，昔日荒山

变绿洲，旱地“水”果产业结出累

累硕果。 目前，延安苹果种植面积

约占陕西的

1/3

、 全国的

1/9

、全

球的

1/20

， 全市农民经营性收入

超过六成来自苹果产业。

两个月前，延安市宝塔区南

泥湾国有生态林场传来好消息，

经过

30

多个小时的漫长等待 ，

一只朱

鹮

顺利破壳。这是去年

10

月朱

鹮

引入延安后，首次成功孵

化出朱

鹮

宝宝。 被誉为“东方宝

石”的朱

鹮

，对栖息环境很挑剔，

要有树木营巢， 要有河湖觅食，

还要有安静的环境。“这是动物

对南泥湾环境的肯定。 ”南泥湾

管委会项目管理部部长刘岗说，

“除了朱

鹮

，在南泥湾湿地公园，

白鹭 、 苍鹭等水鸟数量明显变

多。 东方白鹳、黑鹳这些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也常停留觅食。 ”

黄河一级支流汾川河流经南

泥湾。

2020

年，水系连通及水美乡

村建设试点项目在宝塔区开展，总

投资

3.67

亿元，着力打造黄土高原丘

陵沟壑区农村水系整治示范区、 绿色

生态与红色文化相结合的旅游目的

地， 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和河湖生态环

境。水润南泥湾，再看“好江南”。河畅

水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群众生产

生活环境持续改善，乡村实现宜居宜

游宜业，南泥湾处处都是好风光。

看到家乡的游客日渐增多，常年

在外打工的冯延东

2021

年回到老

家， 改造自家的

7

间房办起了农家

乐。 去年，这家小馆的净收入有

30

多

万元。“冬天再在后院建十几间民宿，

争取把客人留下来。 ”冯延东盘算着

未来。

2023

年，南泥湾年接待游客突

破

100

万人次，红色旅游、生态旅游

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山因水而美，水为山增色。延安持

续开展治山治水， 截至目前累计建成

各类水库

41

座、淤地（拦沙）坝

1.16

万座、 建成各类饮水工程

6056

处，惠

及农村人口

163.43

万。“延安市水土

保持综合效益正充分彰显， 水生态建

设迈向新高地。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

会规划计划局副局长张洪星说。

(

张丹华 王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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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事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

以“五动”发展设施农业

湖南蓝山“小辣椒”

成乡村振兴“大产业”

时下，正值辣椒采摘收获季节，湖南省永州市蓝

山县所城镇舜岩村成片辣椒相继成熟， 村民抢抓农

时采摘。 在辣椒种植基地，个大翠绿的辣椒挂满

枝头。 种植户陈学兵带领十余名村民穿梭其中，

将新鲜辣椒摘入篮中，再装筐、打包、装车。

看重农村广阔发展前景， 曾在外奔波多年的陈

学兵回到家乡种植各种农作物。“蓝山气候、土壤非

常适合种植辣椒。 ”了解市场行情后，他开始规模化

种植辣椒。 为提升辣椒品质， 他引进水肥智能一体

化、基质栽培等技术，种出来的辣椒产量更高、品质

更优、口感更好，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不愁销路。

“今年种了两百多亩辣椒，有菜椒、线椒两

个品种，行情不错。 ”陈学兵说，现在是基地辣椒

初采期，采摘时间可持续到今年

11

月初，预计

今年总产量

200

多万斤，产值

600

多万元。

近年来，蓝山县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因地

制宜发展辣椒等特色产业，大力推动规模化种植，

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 蓝山县新圩镇上清涵村

辣椒种植基地也一派忙碌景象， 几百亩辣椒迎来

第一波采收期。 村民正分装刚采收的辣椒。

“这些辣椒主要销往粤港澳大湾区。 ”种植

大户廖跃南是返乡新农人， 他承包上清涵村闲

置荒地发展辣椒产业，采用“公司

+

致富带头人

+

农户”模式，带动周边农民务工增收。

经科学种植、管理，他种植的辣椒可实现一年

三季挂果。“新圩镇种植的辣椒香、脆。 今年，在农

技专家指导下， 我们为辣椒地覆上一层生物降解

膜，有效提升了辣椒苗前期生长速度。”廖跃南说，

他今年种植了

500

亩辣椒。

乡村振兴， 产业是基础， 人才和技术是关

键。 廖跃南透露，刚开始种植辣椒时，由于缺乏

科学种植技术和管护经验，每亩产量很少，湖南

“农广助农”工程永州市蔬菜产业发展带头人培

训班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 答疑解惑。 他表

示，在农业专家指导下，辣椒基地采取全程无公

害种植，所产辣椒口味独特，深受市场青睐。

近年来，蓝山县借助高校、农科院所“外脑”，以

先进理念和技术，助力产业关键技术攻关、培育乡土

人才和推广成果应用。 截至今年

6

月初，蓝山县累

计开展专家现场教学

8

次，远程培训

2000

多人，组

织种植大户外出参观学习培训

11

次。

(

刘阳禾

)

新疆乌什

红嘴雁养殖拓宽致富路

“阿卜杜尼牙孜，你家的红嘴雁这两天怎么

样？ 我看长大了不少嘛！ ”“现在都长大了，再

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出栏了。 ”

7

月

9

日，在新疆

乌什县奥特贝希乡色日克阿热勒村，养殖户阿

卜杜尼牙孜·萨拉木跟村党支部书记徐曦磊便

聊起了他们家红嘴雁。

阿卜杜尼牙孜·萨拉木一家是村里远近闻

名的种植能手，刚开始种植小麦、玉米、核桃，效

益很好，又在村里的帮助下建成了磨坊、榨油

坊，不满足于现状的一家人又开始琢磨起了新

想法，盯上了红嘴雁的养殖。

“之前没尝试过，还是有一些犹豫的，怕养不

好。 ”刚开始阿卜杜尼牙孜·萨拉木又想养红嘴

雁又怕养不好亏本。 经过村党支部书记徐曦磊

的多次介绍，阿卜杜尼牙孜·萨拉木了解到红嘴

雁养殖技术简单，经济效益好，村里养殖红嘴雁

的人很少，是一种效益不错的特色养殖。 今年

5

月份开始，他便利用自家的池塘，养起了红嘴

雁。 散养的养殖模式既能最大限度地还原红嘴

雁的生活习性，又能节约养殖成本，对提高红嘴

雁的肉质口感也有利。

红嘴雁因长有粉红色的嘴而得名，又称灰雁，繁

殖速度比鸡快得多，养殖

3

个月就可出栏，并且可以

做到均衡上市。 它肉多味道鲜美，低脂肪、低胆固

醇，含有高蛋白质，完全符合现代人的饮食追求。

“以前我们村村民以种小麦、核桃为生，群众

增收产业单一，发展找不到路子，今年以来，在衢

州市援疆指挥部的大力帮扶下，争取产业帮扶资

金

80

余万元，采取‘党支部

+

企业

+

农户’的养

殖模式，带动辖区

36

户群众养殖红嘴雁和珍珠

鸡，户均增收

5000

元，为村民致富、产业振兴找

到了一把‘金钥匙’。 ”奥特贝希乡党委委员、色日

克阿热勒村党支部书记徐曦磊介绍。

近年来，发展现代特色养殖产业已经成为

乌什县引领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的重

要途径。 乌什县将通过打造特色养殖产业品

牌，加强专业化、现代化、规模化养殖建设，引导

特色养殖产业步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活力”。

（李道忠 鲁提普拉·木塔力甫）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设施农

业面积

42.85

万亩、年产量

125

万

吨 ，年产值

54

亿元 ，覆盖全区

14

个乡镇、

2.6

万户农户， 现已形成

布局科学、规模较大的日光温室和

冷棚群。其中设施蔬菜播种面积占

全区近三分之一，曾被评为“全国

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示范县 ”。

2024

年，松山区以“五动 ”抓好设

施农业工作，计划新建、改造设施

农业面积

3.78

万亩 ， 其中新建

4800

亩，改造提升

3.3

万亩。

一是成立专项、高位推动。 区

委、 区政府高度重视发展设施农

业，始终将其作为兴区富民的重点

产业推进， 成立专项领导小组，制

定实施方案，分解工作任务，纳入

乡镇工作考核目标。 截至目前，已

落实到乡镇和具体村，新建已动工

370

亩、建成

2900

亩，改造提升已

动工

2.3

万亩。

二是政策倾斜、资金撬动。 优

化投资环境 ， 鼓励商业银行参与

建设， 吸纳工商资本 ， 向上积极

争取财政资金， 每年协调降息贷

款投入设施农业建设。 形成“政

府财政补贴 、 多家银行贷款 、龙

头企业带动 、 合作社运营” 的投

资模式， 最大程度上保障建设资

金需求。 同时整合农业产业化专

项资金、 以工代赈 、 农业综合开

发等资金，对重点园区倾斜。

三是树立典型、 效益驱动。

遴选核心示范园区和示范户重

点户，通过集成示范加装智能水

肥一体化设备、升级环境智能控

制系统、示范推广营养基质栽培

模式等先进适用技术和装备，辐

射带动设施农业技术装备普及

应用，提高设施农业的综合生产

能力、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四是打造园区、 规模带动。

松山区北虫草产业拥有

14

年发

展历史，目前在太平地镇构建了

“生物公司为龙头

+

扶贫产业园

为载体”规模化发展格局 ，形成

了“

1+N+N

” 扇形发展模式（

1

个主园区抓总

+N

个分园区带

动

+N

个种植户参与）， 年产鲜

虫草

6500

吨（产量占全国的十

分之一），年产值

1.1

亿元，其中

农户生产占一半以上。 太平地镇

北虫草循环发展示范基地项目

总投资

2.2

亿元， 占地

290

亩，

分三期建设， 预计

2025

年全部

建设完成。 一期打造种植示范基

地，现已建成虫草棚室 、菌种研

发中心等，建筑面积

2.5

万

m2

；

同时在周边村落建设

5

个分园

区投入生产，解决菌种质量和销

售问题，提高“订单”比例，降低

农户资金压力 、 技术和市场风

险。 二期打造综合基地。 涵盖有

机饲料基地、 即食食品生产线、

科普研学体验基地。 目前科普示范

基地已建设完成。 三期打造技术研

发中心楼和有机菌肥厂。

2024

年力

争通过项目建设， 辐射周边农户近

400

户，发展棚体

400

余栋，年均增

收

14.28

万元。 同时将品牌建设作

为产业发展重点，先后注册“绿天赤

业”“蒙汇融”商标，产品取得“绿色

食品

A

级认证”和“名特优新产品”

称号，先后被认定为“北虫草科普示

范基地”、“北虫草科技小院”、乡村

产业“头雁” 带头人， 通过定向引

进、产学研合作等方式，引进教授

2

名、研究生

6

名，增强自身创新能力

和造血能力。

五是强化培训、服务鼓动。重视

农民技术培训，推广高效化茬口、集

约化育苗、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

技术， 每年举办培训班

50

多期，直

接受益农民万人以上。开展“四控一

降行动”和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提

升行动，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

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 引领农业

绿色发展， 提升设施农业质量效益

和竞争力。

下一步， 松山区将进一步扩大

设施农业规模，优化布局，加大老旧

园区改造力度，改善基础条件，美化

园区环境，提高生产效能。同时依托

园区，高标准规划、高科技支撑、高

水平创建农业科技示范园、 打造一

批设施农业精品示范园区。

(

李昊

)

当前，正值夏播夏管的关键时

期，天津市部分地区受近期高温天

气影响，土壤水分蒸发快，墒情持

续下降，旱象初显。 为有效应对旱

情，市农业农村委种植业管理处和

市农业中心种植业部组成市级技

术指导推动组，赴滨海新区、静海

区、武清区等涉农区指导开展抗旱

保夏播促秋粮丰收工作。

市级技术指导推动组要求

相关区高度重视农业抗旱工作

进展， 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

强与气象、水务 、应急等部门沟

通会商， 及时调度雨情墒情，加

密加力农情调度，跟踪监测旱情

发生发展动态和在田作物长势、

夏播进展，科学研判旱情对农业

生产的影响，指导农户因墒分区

科学灌溉。 特别是针对缺少灌溉

条件，播种进度慢的镇、村，要采

取蹲点包片的形式， 落实专人指

导， 专人负责， 指导农民抗旱播

种，因地制宜推广干播等雨、保护

性耕作等措施。 同时，根据旱情发

展适时启动抗旱应急响应机制，也

要作好旱涝急转的相关准备工作，

精准施策，精细指导，推动防汛抗

旱应对准备工作落到实处，最大限

度降低自然灾害影响，确保夺取全

年粮食丰产丰收。 （缪翼 林单丹

)

陕西延安推广节水灌溉结出“金果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