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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进行时
—— 记者走基层特别报道

凤翔区彪角镇小麦防病——

无人机喷药
效率高

3 月 5 日，在凤翔区彪角镇三
岔村上空，出现了两架无人机。“这
是给小麦喷药哩，效率高得很！我
算了一下，1 分钟左右就把 1 亩地
喷完了。” 村民张以良说。

随着气温回升，小麦条锈病陆
续进入流行期。三岔村采取植保无人
机喷洒农药的方式，一天可以完成
四五百亩左右作业量。当地村民告诉
记者，如果人工喷洒农药，1 亩地需要
两个小时左右。 本报记者 王怀宇 摄

巩固脱贫成果  助力乡村振兴
陈仓区坪头镇青年兴起上学热

本报讯 陈仓区坪头镇大湾

河村青年农民赵宝利最近“双喜临

门”——在收到省广播电视大学宝

鸡市分校人力资源专业大专毕业证

不久，又当上了村党支部副书记。记

者了解到，像赵宝利这样在脱贫攻

坚大潮中，通过电大学习的，在坪头

镇就有 25人。

坪头镇大湾河村是我市西部

山区一个偏远山村，山大沟深，土

地贫瘠，村上农民群众普遍文化程

度较低，大部分人义务教育阶段毕

业后，在家务农或在外打工维持生

计。省广播电视大学宝鸡市分校派

驻大湾河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

队长冯文才，认真走访调研后认

为，制约山区发展的主要根源是教

育。他每到一户，都要先了解家中

孩子的受教育情况，只要有适龄的

年轻人，他都会不厌其烦鼓励他们

到电大学习专业知识，以提升他们

就业创业能力。

今年 22 岁的赵宝利，前些年

因为父亲受伤生活不能自理，家庭

困难而退学打工，既无学历也没有

一技之长的赵宝利每月打工收入仅

2000 多元。冯文才多次上门动员，

赵宝利从 2018 年春到去年底通过

上电大喜获人力资源专业大专毕业

证，在外打工工资翻了一番，今年初

还当选村党支部副书记。大湾河村

村委会原主任何平生，在电大学习

农村行政管理专业毕业后，被招录

为坪头镇公务员。     

在榜样的示范带动下，坪头镇

青年兴起上学热。现在坪头镇有 25

名青年在宝鸡电大学习，其中大湾

河村有 7名，为当地乡村振兴奠定

了人才基础。     本报记者 谭逊

麟游县丈八镇 ：

药香扑鼻采收忙
本 报 讯 近日，麟游县丈八

镇黄芪种植基地弥漫着沁人心

脾的药香，一台台轰鸣的机械在

田间来回耕筛，呈现出繁忙的采

收景象。

采挖现场，麟游县宏丰绿禾

中药材专业合作社的姚红星介

绍，今年黄芪长势喜人，亩产达到

600 多公斤，按照目前市场行情，

黄芪销售额将达到近 200 万元。

目前合作社流转土地 600 多亩，

种植黄芪 400 亩，还进行晾晒、分

拣、切片等初加工。年土地流转费

近 18 万元，支付工资 60 万元左

右。村民不仅流转土地获得收益，

还可以在合作社务工创收。

近年来，丈八镇紧紧围绕

“3+X”发展思路，重点发展中药材

种植特色产业，种植黄芪、柴胡、花

椒、板蓝根等中药材 3000 余亩，先

后投资建成集收购、加工、包装于

一体的中药材加工厂，与汉唐制

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院

建立供销关系，2021 年被确定为

陕西省中药材“定制药园”。依托中

药材加工企业，以村为单位成立专

业合作社，统一规划用地、统一种

植、统一技术服务、统一销售，形成

了“党支部+ 合作社+ 农户+ 企

业”的发展模式，为发展壮大产业、

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田艺）

凤县留凤关镇孔家庄村 ：

烤烟产业富农户
本 报 讯 “自从村上发展烤

烟，我不用去外地打工了，每天在

合作社干活也能挣 80 元，年终还

有分红……”3 月 2 日，凤县留凤

关镇孔家庄村，正在大棚中摆放

烟苗培养基的脱贫户陈斌说。

当天，在村上聘请的烤烟专

家指导下，10 多位村民紧张有

序地忙碌着。他们有的制作烟苗

培养基，有的为点播机填土、装种

子，有的把点上种子的培养基摆

放到大棚内的营养液上面……

据了解，该村 2016 年开始发

展烤烟产业，因为气候、土壤等条

件好，出产的烟叶在市场上很有

竞争力。2018 年，全村种植烤烟

400 亩，村里完善了电网、供水等

基础设施，实现贫困村摘帽。2020

年，该村烤烟面积达到 750 亩。目

前，该村已成立了烤烟种植专业

合作社，建成育苗大棚 4 座，新增

烤炉 25台，配置了微耕机、打孔机

等专用器材 60 余套，由合作社对

烤烟进行统一管理、加工和销售，

烟农户均增收 4.3 万元。

（孙海 田俊雅）

千阳 ：

苹果师傅田间传真经

本报讯 “苹果生长要注意

通风透光，过密过粗的树枝不

能要。”“低于 80 厘米的枝条因

光照不好要剪掉。”日前，记者

在千阳县南寨镇南寨村的苹果

园看到，“千阳苹果师傅”赵志

来正给 20 名果农传授果树剪

枝“真经”。

连日来，越来越多的苹果

师傅活跃在千阳县的田间地

头，教技术保增收。“我家有 7

亩苹果，前些年，我虽然辛苦种

植，但经常广种薄收。去年，在

‘千阳苹果师傅’的精心指导

下，我逐渐掌握了果树疏花、拉

枝、套袋等种植要领，我家苹果

年收入达到 12.6 万元。”正在

学习剪枝技术的南寨镇三合村

果农赵海成高兴地说。

千阳县是全省优质苹果生

产基地县和苹果最佳优生区，近

年来，随着果业基地规模的日益

壮大和生产技术的转型升级，果

农的技术能力达不到果业高质

量发展的需要。为打破瓶颈，从

2019 年至今，千阳县通过定向

培养、科学评定，培育认证了“千

阳苹果师傅”118 名，分为特级、

一级、二级、三级共 4 个等级，其

中特级苹果师傅是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试验站的专家教授，一级

苹果师傅是县镇果业部门的科

技人员、龙头企业的高精尖人

才，二、三级苹果师傅是生产大

户和果品销售者。

“千阳苹果师傅”主要解决

果农在果树种植、果园管理及

果业销售等方面的难题，现已

成为全县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

主力军。目前，千阳县成立苹果

专业合作组织 79 个，扶持发展

苹果产业种植大户 265 户，已

建成矮砧集约化苹果生产基地

13 万亩、苗木繁育基地 3 万亩。

    本报记者 罗锐

扶风 ：

大学教授地头教技术
本报讯 3 月 5 日，在扶风

县午井镇华泰果蔬专业合作社

猕猴桃种植基地，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姚春潮正

在为果农讲解春季猕猴桃果园

管理技术。

“听了姚教授的课，我受

益匪浅，知道如何科学管理

果园、灌溉施肥才能提升果

品产量和品质，这样的培训

很实用，我对种植有机果品

充满信心。”参加培训的罗银

浩高兴地说。

为了巩固提升脱贫攻坚

成果，促进果业提质增效，扶

风县利用“科技之春”宣传月活

动，组织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

民专业合作社、农村科普示范

基地、农村科普带头人到田间

地头开展新产业、新技术、新成

果推广示范活动，助力春耕生

产，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科技

支撑和技术服务。

（邓亚金 高媛媛）

太白县王家堎镇开展春季人居环境整治——

清理各类垃圾60余吨
本报讯 近日，在太白县

境内的红岩河畔、姜眉公路

两 边，由 30 余 名 身 穿 红 马

甲的干部群众组成的队伍，

用辛勤的劳动扮靓自己的家

园。经过之处，水清岸净路

畅，处处以净美的形象迎接

春光。这是太白县王家堎镇

开展春季人居环境整治的一

个场景。

王家堎镇南与汉中市留

坝县接壤，有“古道明珠”的

美誉。为了扮靓宝鸡“南大

门”，春节刚过，王家堎镇就

吹响了春季人居环境整治的

号角，动员、组织干部群众积

极参与。各村组织村保洁员、

护林员及群众积极参与，对

道路沿线、河道、山坡、房前

屋后等地进行卫生大整治，

确保整理一家、清洁一处、靓

丽一片。环境整治活动中，

大家执帚拿锹，不怕脏、不怕

累，对辖区内绿化带、街道、

坡面的垃圾进行了综合整

治，用自身行动为村庄整洁

出力。

据了解，从 2 月底环境

整治开展以来，王家堎镇共

出动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

人员、村护林员、保洁员等清

洁人员 200 余人次，清理公

路沿线、绿化带内烟头、杂

物，清除沟渠淤物、枯枝烂叶

等共计 60 余吨。

  本报记者  郑晔

新鲜事基层

志愿者在山坡下捡垃圾

果农在师傅的指导下给果树剪枝

村民培育烤烟苗

合作社组织人员捡药材

果农听专家讲解猕猴桃管理要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