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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蓝田：“产业兴”带动“全域强”

时值冬日， 陕西省蓝田县

洩湖镇唐沟村， 田间地头一派

繁忙景象。

整齐排列的日光温室内，

大棚樱桃长势喜人， 春节前即

可采收上市。 不远处，唐沟村新

建的新型标准化樱桃种植日光

温棚已经完工。

“樱桃可是我们的‘致富

果’，这几天大家都盼着呢！ ”说

起唐沟村新建的大棚， 村民于

刚脸上露出笑容。

于刚是唐沟村的樱桃种植

能手，2024 年樱桃销售收入约

13 万元。

村里刚建好的新型标准化

樱桃种植日光温棚即将投入使

用，于刚信心满满。 他说：“以前

冬天闲着没事干， 现在种植大

棚樱桃，‘冬闲’变‘冬忙’，我们

增收更有奔头了。 ”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2024

年以来，洩湖镇以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

项目为契机，联动各类资金和社

会资本共同投资，在唐沟村建设

9 栋新型标准化樱桃种植日光

温棚，占地面积约 20 亩，引进优

质苗木 4800 余株。 新型标准化

樱桃种植日光温棚采用智能化

管理， 运用精准控温、 浇水、施

肥、喷洒农药等技术，极大降低

了大棚的管理成本。

此外， 唐沟村持续提升樱

桃产业附加值， 重点打造了游

客采摘接待室、 书法创作室和

窑洞文化体验区 3 个功能区，

高标准建成西安市第一个樱桃

农文旅融合发展产业园。

扎实做好“土特产”大文章

的不仅有唐沟村，近年来，洩湖

镇着力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和空

间结构，延长樱桃产业链，争取

上级资金、 撬动社会资本 4246

万元，建设了铧咀坪 、牛家口 、

杜坪、唐沟、簸箕掌等 5 个百亩

示范园区，新建中型冷库 5 个，

建成蓝田县果蔬交易中心樱桃

交易市场，服务西安市 10 万亩

樱桃销售。

2023 年，洩湖镇入选国家

农业产业强镇创建名单。 2024

年， 洩湖镇樱桃种植面积 3 万

亩，产量近 2 万吨，全产业链产

值约 4.3 亿元，辐射带动辖区农

民在“家门口 ”就业，实现了以

“小樱桃”带动全镇发展。

“‘产业兴’带动‘全域强’。

2024 年我们全力推动红色文化

挖掘、集镇改造提质、人居环境

提升等工作， 目前已建成洩湖

红色文化教育基地， 实施镇区

改造提升工程、 完善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 提升改造环卫基础

设施， 惠及全镇 24 个村 4.4 万

名群众。 ”洩湖镇党委书记夏建

良说。

“小樱桃” 撬动大产业，为

乡村全面振兴打下了坚实基

础。 目前， 蓝田县通过科学管

理、增加设施，推进樱桃产业提

档升级，建成 20 个樱桃精品示

范园和观光园，培育 68 家樱桃

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注册

了“源津”“滋水”等知名樱桃商

标， 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子越

走越宽， 产业兴旺的画卷正徐

徐展开。 （刘曌琼）

山东邹城：

张庄甘薯产业有了“好苗头”

近日，寒风料峭，位于邹城市张庄镇的山东新锄

禾农业种植有限公司组培中心， 一派繁忙的生产景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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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操作员正在显微镜下进行茎尖剥离———从甘

薯茎尖切去分生组织，然后“种植”到瓶子底部的培

养基中。 在这里，可以看到一棵脱毒甘薯苗的成

长过程。

一排排培养架，一瓶瓶玻璃罐，一簇簇甘薯苗吐

着嫩绿的小芽……“我们的每一棵薯苗都来自于茎

尖剥离组织培养，全部是剥取植物的小茎尖，在培养

瓶内进行培养， 最终成苗， 经病毒病检测确定无毒

后，我们再从组培室里进行扩繁。 ”公司负责人张祥

林说。

据悉， 工人们从去年

11

月初就开始育苗工作

了。 他们把甘薯“种”进组培瓶，然后在大棚里经过进

一步驯化、扩繁，等到

2

月中下旬，种苗就能出售了。

张庄镇是邹城市最大的甘薯种植基地之一。 目

前，全镇甘薯种植面积

6

万余亩，年产甘薯

15

万吨

以上，产量占邹城全市甘薯产业的

1/3

。

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问题也随之而来。“当

地甘薯种苗来源复杂，家庭式育苗占主流，另外还有

一部分从内蒙古、山西等地外购，品质良莠不齐。 ”张

庄镇人大主席潘伟在调研中发现， 病毒病已成为对

甘薯危害最大的病害之一，在主产区渐成高发态势。

面对渐趋严重的病毒病，种植户很无奈。 目前，

市面上既没有对病毒免疫的高抗性品种， 也没有特

效药剂， 突围之路只有一条———繁育和推广甘薯脱

毒种苗。

“与其天天担心苗源问题，不如自己把控。 ”

2024

年，张庄镇决定更换赛道，从种甘薯转向繁育种苗，

向科研院所寻求技术支持， 联合山东新锄禾农业种

植有限公司打造了组培育苗实验室。

什么是组培室育苗？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

究所研究员、 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栽培生理岗位

专家张海燕介绍， 就是把无病毒的甘薯苗植株进行

一叶一柄切段， 先在生物科技组培室里的培养瓶内

进行脱毒快繁，然后移植到苗棚中开展一体化炼苗、

育苗，使植株适应组培室外的生长环境，最后再将植

株移入常规大棚中进行繁育。 它的基本原理，就是利

用组织培养技术， 将甘薯茎尖分生组织培养成无毒

种苗，一棵甘薯主苗通过组培室育苗技术，可以培育

3000

棵幼苗。

“采用组培室育苗技术培育出来的脱毒甘薯苗

与传统甘薯苗相比，几乎不带病毒，成活率高，植株

长势旺，产量和品质显著提升。 ”张海燕说，从全国来

看，甘薯脱毒苗种植覆盖率不足

5%

，目前山东省也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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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业可以进行甘薯脱毒苗的繁育，“甘薯脱

毒苗繁育市场潜力巨大。 ”

张庄镇建设甘薯组培室， 不仅能为当地甘薯产

业发展保驾护航，打通从好品种到好种苗的“最后一

公里”， 也能从源头切断甘薯病毒病的传播途径，助

力乡村振兴。

潘伟表示， 张庄镇将继续发展现代农业先进技

术，不断壮大甘薯产业，打造一条甘薯育苗、甘薯种

植、甘薯深加工的全产业链，走好科技富民之路。

（张超 杨诗文）

春节前瓜子订单迎高峰

加工企业 24 小时不停产

亲朋好友围坐，嗑着瓜子闲聊，是很多人的春节

记忆。 内蒙古巴彦淖尔五原县是葵花产业大县，每年

春节前，都是瓜子订单高峰期。 这些天，当地的瓜子

原料供应和生产加工企业，已经进入

24

小时不间断

生产模式。

在五原县一家瓜子色选厂的色选车间里， 几台

机器同时工作，利用光电技术对瓜子进行品质筛选。

不同大小的瓜子流入各自的通道， 装进麻袋后通过

传送带送进货车车厢。

内蒙古五原县某瓜子色选企业负责人 王明：目

前日均色选生产大约

240

吨瓜子，最高峰能达到

330

吨，国内主要发到河北省、安徽省、山东省，国外发到

十七八个国家。

在五原县一家瓜子加工企业的生产线上， 机器

轰鸣， 随着生产流程的推进， 生瓜子被依次送进设

备，经过筛选、清洗、煮制、烘烤、包装等多道工序，最

终成为成品瓜子。

内蒙古五原县某瓜子加工企业生产管理部总监

李瑶：今年整体的订单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65%

，日均

产量大概在

20

万斤左右。 高峰期预计在

1

月

20

日

到

25

日结束。 我们要保持

24

小时的全线生产，才能

满足全国的发货需求。

装卸货的小叉车从白天忙到夜晚， 这些瓜子进

行装车后，将发往河北、新疆、浙江、广东等地。

据了解 ， 五原县葵花的播种面积占到全国的

10%

以上。 在备战年货期间，当地葵花籽加工企业预

计产值达到

15

亿元。 （尹心）

休闲食品吃出浓浓年味儿

11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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嗑着瓜子看春晚， 辣条端

上年夜饭， 走亲访友送零食大

礼包……近年来， 随着人们消

费模式的转变， 各类休闲食品

已悄然成为年货采购“刚需”。

如今， 当人们推着购物车在超

市挑选薯片、饼干等零食时，每

3

包 就 有 一 包 可 能 来 自 河 南

临颍。

1

月

13

日， 在临颍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漯河联泰食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漯河联泰”）生

产车间里，机器轰鸣，工人们忙

得热火朝天。“这两天市场订单

明显增多， 车间现在是满负荷

生产状态。 ”漯河联泰总经理张

静介绍，为满足生产需求，他们

还在招收大量临时工。

作为“中国休闲食品之都”，

临颍成功探索出一条“粮头食

尾、农头工尾”的农食融合、城乡

融合发展之路。 临颍休闲食品日

产量高达

2600

余吨， 产品覆盖

8

大类超

2000

个品种。 其中，薯

片、虾条、法式小面包等在国内

市场的占有率超过

30%

。

2019

年—

2023

年， 临颍食品产业每

年保持

10%

的增长率。

开足马力备年货

“这是公司为了迎合市场

年货需求，定制生产的‘人生盈

家大礼包’。 ”在漯河联泰一楼

产品展示大厅， 张静指着一个

图案精美的大包装袋介绍 ，大

礼包里有甜甜圈、花椒虾条、鲜

蛋虾片、 酸奶果汁果冻等

9

种

休闲食品， 目前已销售出

100

多万袋。 此外，大厅里的果冻、

酥 条 等 各 类 产 品 让 人 眼 花

缭 乱。

从传统种粮县华丽转身为

品牌集聚的“全国休闲食品生

产基地”，临颍凭借休闲食品打

响了一张响亮的名片。“北京方

便面”“颐海海底捞”“中大天然

色素饮料糖果” 等众多知名品

牌纷纷在此汇聚。

近年来，依托食品产业加工

优势， 临颍大力发展休闲食品

主导产业。 通过持续不断地招

商引资 ， 该县吸引了世界

500

强企业美国嘉吉， 以及六个核

桃、华润怡宝、海底捞等

100

多

家国内知名企业入驻。 国内十

大休闲食品企业， 就有

8

家落

户临颍。

这些企业围绕烘焙膨化、功

能性食品、 调味品等

6

个重点

产业链条展开合作、共同发展。

每年研发的新产品超

500

个 ，

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种

类齐全、名企汇聚 、链条完整 ，

且年产值超百亿元的休闲食品

产业集群。

创新转型提价值

“公司研发生产的咖啡脆

片， 是一款融合现代工艺与健

康理念的创新休闲食品。 ”张静

介绍，针对传统薯片营养单一、

高油的弊端， 公司通过科学复

配谷物与现有薯片制品， 添加

抗性淀粉、咖啡粉等原料，实现

了营养价值的提升与风味口感

的优化。 因能给消费者提供“情

绪价值”，咖啡脆片成为一线城

市白领的新宠。

临颍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

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陈召辉介

绍 ，围绕休闲食品产业转型升

级 ，临颍县先后建成国家级标

准质检研发中心，以及

4

个中

原学者工作站与

19

个工程研

究技术中心， 培育出

32

家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年均推动

200

多 项 科 技 成 果 在 企 业 转

化。 此外，该县还投资

5000

多

万元 ，建成河南省唯一的膨化

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年检

食品逾

6000

批次。 盼盼食品、

华冠养元等

10

多家企业主导

或参与制定国家和行业标 准

20

多项。

在临颍县南街村清真食品

有限公司全自动豆腐生产 车

间，偌大的车间只闻机器轰鸣，

难见忙碌的工人。“公司借力创

新转型，现在已经能生产豆腐、

豆腐脑、豆腐干、腐竹、千张、豆

浆

6

大类，涉及三鲜味豆腐脑、

麻婆豆腐、休闲豆腐干、甜味豆

浆等

30

多个豆制休闲产品。 ”

该公司负责人佟振亚表示 ，随

着春节将至， 公司每天都收到

知名连锁超市、 高端火锅店的

大量订单。

在临颍县委 、 县政府支持

下，南街村集团的“冻干技术的

研发以及在食品中的应用”、河

南中大恒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阿洛酮糖在食品中的

应用”、漯河联泰食品有限公司

的“高膳食纤维膨化食品的研

发及其功能性研究”等

10

多项

实验室课题已与中原食品实验

室对接签约。

据了解，围绕新型食品的研

发和生产， 临颍设立了

360

余

个科研项目和

28

个研发平台，

累计投入研发资金高达

3.8

亿

元， 为食品产业持续高速发展

提供了强大动力。

（孙越 张晓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