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32024年7月11日 星期四

编辑：窦悦恒 新闻热线：01084395091 E-mail：zbs2250@263.net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明宝

见习记者 战春阳 文/图

如诗如画的千亩稻田、青山掩映的美丽村舍、碧水
荡漾的川道长廊、鱼鸟翔集的生态湿地……盛夏时节，
走进南泥湾，一派山清水秀、婀娜多姿的江南风光。

南泥湾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地处典型的黄土高原丘
陵地带。曾几何时，一首脍炙人口的《南泥湾》，让“陕北
好江南”的美誉家喻户晓。然而，在后来相当长的历史
时期，这个陕北的“米粮川”因缺水少绿而风光不再。

河道整治、水系连通、岸坡绿植、恢复湿地……近年
来，南泥湾以水生态治理促进乡村振兴，有效解决了水
资源不均衡、生态环境差的问题，为南泥湾发展红色主
题教育、生态旅游、特色产业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实现
年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

水润乡村，生态惠民。如今在三秦大地，在“节水优
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指导下，系
统治水兴水，统筹推进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做活“水文
章”，以水为“笔”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近日，记者跟随“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陕西主题采访
活动走进关中、陕北，探寻陕西以治水为牵引推动生态
振兴所带来的美丽蝶变。

县域综合治水 生态价值倍增

在富平县城关街道新庄村，村民李伍将家门口的水
龙头拧开，哗哗的流水喷涌而出，来自秦岭的黑河水如
今也成了这个渭北旱塬村的“口粮水”。

“这么多年，经历了吃窑水、井水，到后来定时供水，
到现在接上黑河自来水。”从发涩的硬质水到甘甜的优质
水，李伍家饮用水的嬗变是富平县统筹水资源、水环境、
水生态、水安全、水价值“五水协同”治水成效的缩影。

目前，富平县建成了南塬、北塬 2座水厂，完成农村
跨镇联村集中供水工程 13 处，供水能力达到每天 13 万
吨，规模化供水率达到 98.35%，覆盖人口 77.3 万人，多
源、同质、同管、同服务的城乡一体化统管模式基本形
成，破解了渭北旱塬城乡供水保障程度低的难题。

对李伍来说，另一个变化就是人居环境。过去污水
横流，如今通过地下污水管道，集中到了污水处理厂。

“城乡污水通过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将经过处理
达标的中水注入河中进行补水，以‘中水’补‘绿水’，实
现了县域的石川河、温泉河从‘季节河’到‘长流水’，恢
复了河流健康生命。”富平县水务局副局长张西强介绍。

近年来，富平县接续推进石川河、温泉河生态综合
治理，建成了园林式、生态型绿色长廊，一幅水清、岸绿、
河畅、景美的生态画卷在频阳大地徐徐展开。

治水兴水，生态富民。水环境的改善，扮靓了城市
颜值、带动了企业落户、丰富了文旅产业。如今，富平县
以水兴产、以产聚人的成效初步彰显，柿子、奶山羊两大
主导产业实现全链条升级，全产业链产值分别达到65亿
元、150亿元，在推进乡村生态振兴的同时，促进了县域
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旱作节水灌溉 农业提质增效

站在榆林市米脂县高西沟村龙头山远眺，层层叠叠
的梯田错落排列，茁壮生长的谷子镶嵌其中，与蓝天白
云相映成趣。

过去，这里主要靠天吃饭。而如今，通过“沟道坝蓄
水+光伏发电提水+软体水窖高位储水+膜下滴灌补水”
的“四位一体”集雨补灌技术和旱作集成技术模式，把

“望天田”变为了稳产田、高产田。

米脂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瑞介绍，通过“四位一体”
高效旱作农业节水项目的实施，高西沟彻底解决农业灌
溉用水难题，生产基本条件得到了根本改善，作物综合
生产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年可节约灌溉用水 7.5 万立方
米，节劳 30%，增收 169 万元。其中，谷子亩产可达 800
斤，每亩节本增收1000元；苹果坐果率提高20%，亩产可
达2400斤，每亩节本增收1200元。

在延安市洛川县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洛川苹果以其
色泽艳丽、口感香脆而闻名遐迩。洛川地处陕北高原，水
资源相对紧缺。传统的灌溉方式不仅浪费水资源，还影
响苹果的品质和产量。面对这一挑战，洛川积极引入和
推广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为苹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走进洛川县槐柏镇度古村洼里组“飞天”
苹果基地，记者看到村民路贺平家的果园里铺满了一条
条黑色管道，齐整整地挂在离地40公分左右的果树上，从
管道里垂直降落的密集水滴正滋润着干渴的土地。

“采取滴灌工艺后，每亩灌溉用水由原来的 30立方
米减少到 15立方米左右，灌溉水利用率显著提升；同时
节约了人力成本，单人操作15小时完成百亩园区的灌溉
施肥。”洛川县苹果产业研发中心主任李前进介绍。

据悉，经过灌溉后的苹果在产量及质量上都有了明显
提升，盛产期每亩产量达3500公斤，优果率达到90%以上，
切实达到了“服务苹果产业、群众增产增收”的目标。

路贺平承包了23亩苹果园，其中采用了矮化密植技
术的4亩地就在“飞天”苹果基地里。他指着滴灌管道对
记者说：“以前给苹果树浇水，需要人从下面挑水上来，
现在直接打开水龙头，水肥就直接滴灌进去了，亩产量
较之前可增加1000多斤，用水量却比之前少了一半。”加
上矮化密植技术后，种苹果不仅省水省肥，更是省时省
力。去年，仅这4亩苹果园就给他带来了4.7万多元的收
入，整体算下来，苹果的年收入可达24万元。

近年来，洛川县积极争取各方资金支持，加快灌溉
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基本实现远程控制自动化、灌溉方式
高效化、用水计量精准化、灌区管理信息化。灌溉方式采
用滴灌、渗灌、小管出流等节水措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
用系数达到0.77，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提升。

水土流失治理 绿水青山富民

近日，走进富平县庄里镇杨家村，高耸秀丽的锦屏

山下，55岁的杨争川正在柿子园里忙碌着。
“我种植了43亩柿子，年产量二三十万斤，全年毛收入

可达30万元。现在，家里年轻人孩子们都回来了，帮我一
起种柿子。”杨争川告诉记者，这都得益于富平县实施的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过去一下雨，雨水混着泥巴从坡上冲下
来，土地越冲越薄，肥力都没了，完全种不了。”杨争川说。

富平县水土保持和移民工作中心生态治理股股长解建
军介绍，为解决水土流失问题，富平县以小流域为单元，以
道路为骨架，采取坡改梯和保土耕作等措施，对坡面、沟道
进行全面治理。杨家村片区一共营造水保林1350亩，修建
梯田1950亩、生产道路18公里。修建的梯田均用来栽植柿
子树，每年可为群众户均增加收入5000余元。

盛夏的延安市安塞区南沟村，漫山草木含黛，遍地
芳草如茵。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烂
杆村”，如今摇身一变成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国家AAA
级旅游景区。

南沟村的嬗变始于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近年来，
南沟村按照“沟道打坝、梁峁整地、山坡绿化”的治理思
路，整合资金实施了乡村旅游、生态建设、现代农业和
基础设施等方面治理项目，共治理面积 21.4 平方公里，
治理程度达 90%。2016 年 9 月创建为省级水土保持示
范园。

项目建成后，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乡村旅游和劳动实践教
育，探索推行“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群众变股东”的

“三变”改革，把群众嵌入到产业链条上，让他们成为股
东的同时，也成为产业工人。

短短七八年时间，南沟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5
年的 4653 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2.15 万元，村集体经济由

“零”收入增长到63万元。由过去的省级贫困村，成了户
户有产业、人人有活干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实现了从荒
山荒坡到绿水青山、再到金山银山的蜕变，也成为陕北
地区乡村振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一个
典型和缩影。

如今在三秦大地上，水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河湖沟渠实现了完美蝶变，旱作节水农业蓬勃发
展，水土流失治理成效显著，一大批美丽村庄尽显水
乡之美，勾勒出了一幅从浅绿挺向深绿的美丽陕西新
画卷。

安徽淮北市：打造特色种植基地 发展绿色种植产业
7月7日，在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石台镇刘庄村泛华种植家庭农场桃园里，果农正

在采摘蟠桃。近年来，当地推进“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引进优良品种，因
地制宜发展绿色种植产业，着力打造“一村一品”特色农业种植基地。

李鑫 摄（来源：大国三农）

图为陕西省延安市南泥湾千亩稻田图为陕西省延安市南泥湾千亩稻田。。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 范亚旭）7月8日，河南省气象局、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农田渍涝灾
害中风险预警：预计未来10天全省降水偏
多，黄淮之间部分县市有大到暴雨、局部
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
气，降水落区重叠，全省大部有农田渍涝灾
害风险，南阳、信阳、驻马店局部风险较高。

河南省气象局监测显示，自 7 月 7 日
12时至 7月 8日 17时，全省淮河以北地区
已受到阵雨和雷阵雨的连续袭击，特别是
沿黄河及其西部部分地区更是经历了大
暴雨降水过程。全省范围内超过 50 毫米
降水量的站点共计 609个，分布在 67个县
（市、区），其中超过 100毫米的站点有 269
个，覆盖了37个县（市、区）。

气象预报显示，接下来几天，黄河以
南地区将继续受到阵雨和雷阵雨的困扰，
雨势可能升级至大到暴雨级别，局部地区

甚至可能面临大暴雨的袭击。鉴于当前
土壤墒情和未来天气趋势，预计至 7月 14
日，全省大部分地区土壤将呈现偏湿状
态。特别是黄河以南地区，由于降水落区
重叠度高，地势低洼的农田面临涝渍灾害
的风险更高。

“雨水”强势席卷，致使河南多地农业
安全面临渍涝灾害的威胁，河南省农业气
象专家紧急提醒各地应积极采取防御措
施。首先，要提前疏浚田间沟渠和通河沟
渠，做到内联外通，保障排水畅通；做好应
急排涝机具和队伍准备，及时抢排低洼地
块积水。其次，需加强田间管理，持续降
雨容易造成肥料淋融，雨后要及时追施速
效氮肥，防止作物后期脱肥。第三，做好
病虫害的监测与防控工作，加强玉米褐斑
病、叶斑病、南方锈病、玉米螟、花生白绢
病、水稻“两迁”害虫、稻瘟病等病虫害监
测防控。

河南：

农田渍涝灾害中风险预警发布

□□ 刘倩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日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拱拢坪
国有林场仿野生天麻示范基地里林木葱
郁，茂密树荫下，针叶林树枝掩护着埋藏在
土地里的天麻种子，蓄势待发。而距离林
场两公里外的放珠镇惠泽生态家庭林场，
毛色七彩、带有长长尾羽的七彩山鸡正在
林间扎堆觅食，给安静的林间增添了几分
热闹……

近年来，七星关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党组织
引领作用，依托当地林地资源，积极探索党
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
经营主体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引导
群众发展“林+药”“林+菌”“林+禽”等特色
种植、养殖业，有效提高林地利用率，带动
群众实现“林下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鹦哥嘴、凹肚脐、短胖椭圆、有环纹、
还有麻点……这就是乌天麻的明显特征。”
七星关区放珠镇森茂林业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闵琦晖一边检查库房中天麻烘干情况，
一边介绍着乌天麻的显著特征。

据了解，拱拢坪国有林场总面积5.05万
亩，森林覆盖率95%以上，丰富的林地资源为
发展林草中药材提供了广阔空间。2020
年，放珠镇森茂林业专业合作社依托拱拢坪
国有林场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和适宜的生
长环境，采用“林场+公司+合作社+农户”发
展模式，打造了 7000余亩林下仿野生天麻
示范基地，主要种植乌天麻和血红天麻。

得益于拱拢坪国有林场良好的自然生
态环境，这种在仿野生环境下生长的天麻
产量高、品质佳，药用价值高，再加上规模
化、特色化种植，培育出来的天麻品质在全
市乃至全省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销售前

景广阔。“一窝天麻一罐银，基地每平方米
可产 15~20 斤左右，预计今年产值可达
4000 万元，户均可增收 1 万余元。”闵琦晖
满脸笑意地说。

据悉，该林场利用闲置林下空间发展
林下天麻种植 1.36 万亩、茯苓 5000 亩、黄
精500亩，并利用500亩林地养殖林下七彩
山鸡，年产值可达1亿元以上。

在八寨镇食用菌产业园林下羊肚菌基
地内，高大的林木遮天蔽日，林下一朵朵茂
密的褐色“小伞”，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长势喜人。工人们在林间来回穿梭，正忙
着采收成熟的羊肚菌。

“一般来说，羊肚菌在每年 10 至 12 月
种植，集中在次年2至3月采收。而我们的
反季节羊肚菌比普通羊肚菌晚两个月上
市，又是仿野生环境下生长的，口感、肉质
都更好，每天采摘的羊肚菌都供不应求。”
八寨镇羊肚菌基地负责人张翅介绍，采完
羊肚菌后将接着种植反季节平菇。

在羊肚菌种植界，普遍认为，反季节羊
肚菌种植必须在海拔 2800 米以上才能实
现。但张翅认为，那只是理论，行不行试了
才知道。在小范围试种后发现，海拔 1700
米也可以种植，而且产量还很不错。自此，
全国首例海拔 1700 米反季节林下仿野生
羊肚菌成功种植，开启了毕节市食用菌反
季节种植的新篇章。

据了解，该产业园前期种植了80亩林
下羊肚菌，产值达240万元，带动了20余名
群众务工，羊肚菌采收完毕后将种植平菇，
预计全年产值超过千万元，发放务工工资
200万元。

走进七星关区田坎乡白沙河村的林下
跑山鸡养殖基地，不时从山间传来阵阵鸡
鸣声，成群结队的公鸡在草丛里、树林下、
山坳里飞奔，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片山林里养着10万羽土鸡呢！我
每天负责给它们投食玉米面和管护，一年
有两万元左右的收入，足够一家人的开
销。”李定德指着林子介绍，他是养鸡场的
饲养员，老板是本村村民李顺江。

2005年，李顺江在广西务工时接触到
林下养殖。“当时我就看中了林下养殖的市
场前景，潜心在广西学了两年后，开始返乡
谋划创业。田坎乡是七星关区海拔较低的
地方，年平均气温 15 摄氏度，拥有着丰富
的林地资源，非常适合搞林下养殖。”李顺
江回忆。2008年他开始试养林下跑山鸡，
慢慢摸索出经验后，成立了七星关区田坎
乡百诚养鸡专业合作社，并带动当地 156
位农户参与发展。

目前，合作社经过10余年的不断探索
实践，成为了集孵化、育雏、饲养、加工、培
训、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合作社。同时，
为提高林下跑山鸡的附加值，该合作社对
土鸡进行深加工，研制出了独具特色的田
坎药焗鸡，月销售 2000 只左右，每年每户
可增加 5000余元收入。林下跑山鸡，不仅

“跑出”了生态养殖的致富路子，也为当地
群众“跑出”了幸福生活。

据 了 解 ，七 星 关 区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57.75%，共有林地资源 332多万亩，发展林
下种植、林下养殖、森林景观综合利用、林
产品采集加工等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
83.55万亩，全产业链产值达12.69亿元。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下一
步，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积极探索‘产业优、
生态美、百姓富’的林下经济发展新路子，
进一步提升党组织领办村集体合作社工作
水平，持续释放生态红利，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助力乡村振兴。”七星关区委组织部
部务委员杨旭说。

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

向“林”发力奔共富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乐明凯）近日，2024 年“乡村振兴荆楚行”
工作推进会在华中农业大学举行，湖北省
19 个粮食单产提升重点县及沙洋、建始、
当阳、阳新县等申报湖北省农业科技现代
化先行县相关负责人、部分县市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参会。

华中农业大学校长李召虎介绍，华
中农业大学第一时间响应，于 2020 年 7
月启动实施“乡村振兴荆楚行”行动，学
校全员参与以科技服务地方“三农”工
作，覆盖湖北全域涉农县市区。接下
来，要进一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久
久为功，用好已经搭建好的“乡村振兴
示范点”，促进示范点建设迭代升级；要

“更接地气”聚焦重大热点问题和湖北
省现实需求，以种业振兴为突破口，推
进粮食单产科技集成攻关；要发挥教育
科技人才优势，形成多学院多学科帮扶
合力，培育培训“三农”科技人才，助力
和打造标志性成果、代表性产品和引领
性技术。探索建立可复制可推广的校地

协同推进乡村振兴新模式。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总农

艺师李宗友表示，华中农业大学主动担
当、主动作为，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湖北
实践的具体行动。乡村振兴荆楚行开展
以来，校地合作机制不断创新、校企合作
深度持续加大、“三农”人才培养效果不
断凸显。要继续用好“乡村振兴荆楚行”
平台，担当作为、建好“荆楚粮仓”。湖北
省农业农村厅将继续全力支持“乡村振
兴荆楚行”活动，同向发力、同题共答，在
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上勇担当，在培
育粮食安全新质生产力上勇担当，为建
设荆楚粮仓、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不断努
力奋斗。

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
授黄见良以水稻科技服务为重点，介绍
了“华中农大科技服务湖北省粮食增产
行动方案”。会上举行了 17 组乡村振兴
示范镇（村）联合创建签约仪式和 1 项湖
北省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共建意向书
签订仪式。

湖北：

发挥平台优势 建好“荆楚粮仓”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
网记者 吴晋斌）近日，农业发
展银行山西分行已经备足22亿
元信贷资金支持该省 2024年夏
粮收购，全力保障收购资金供
应不断档，后续资金也将按需
满足、不留缺口。这成为农发
行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一
个举措。

为真正做到“钱等粮”，农
发行山西分行全系统启动“7×
24小时”服务畅通模式，以此来
提高资金支付结算的效率。为
确保旺季收购以及节假日资金
的快速支付，该行还将按照收
购进度进行合理测算，提前完
成资金使用预测申报，及时完
成放款监督，确保农民售粮款
及时兑现。

据介绍，为解决农民“卖粮
难”问题，农发行山西分行要求
相关分支机构主动配合地方政
府解决不达标粮收购问题。部
分区域可能产生不达标粮食，
造成阶段性售粮不畅的，相关
分支机构将积极配合地方政府
制定不达标粮处置预案，通过
市场和政策两种手段积极推进
解决。对政府明确粮权、落实
补贴，并指定企业入市收购的，
农发行还会及时给予地方调控
粮油贷款支持。

在此基础上，农发行山西分行优化了信
贷支持政策。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继续
实行减费让利，按照重点区域、重点产品、重
点客户不同维度，实行差异化利率优惠政
策；同时，进一步提高了贷款审批效率，在一
个粮食收购期内，粮食收购贷款收回再贷款
时，在关键要素未改变的前提下，压茬推进
办贷流程；他们还将启动“线上融资模式”，
通过新渠道，为客户提供更便捷更优质的信
贷服务，客户可根据需求，自主选择竞拍贷、
独立法人贷等线上融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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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水美业兴绘“丰”景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海玲）七月门源山河锦绣，百里花海美
如画卷。近日，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县第25
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在门源民族
体育场开启。

门源县位于青海省东北部，北倚祁
连山，南临达坂山，是青海省农牧业主产
区之一，境内“高、寒、旱”的基本气候特
征孕育出了青稞和白菜型油菜两大作
物。受高原气候影响，门源油菜花的开
花期相对较晚，每年 7 月 10 日至 20 日是
最佳观赏期。多年来，门源百里油菜花
海与周边青稞间作，连片种植面积达 30
余万亩。眼下，油菜花迎来盛开的季节，
绵延数十公里的黄色油菜花在大片的青
稞绿田旁竞相绽放，吸引着省内外游客
观光游览。

据悉，从“2000 祁连山之夏——油菜
花节”到 2024 青海·门源第 25 届油菜花
文化旅游系列活动，二十五年来，门源
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不断探索、完
善、提升和创新，在省内外颇有影响力，
展示出了一个自信、开放、创新的门源
新形象。本次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
期间举办了门源首届油菜花音乐嘉年

华、“大美青海 金色门源”特色农畜产
品美食展示展销以及门源花儿演唱会等
系列活动。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辅道、新“丝绸之
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和青海省的“北大
门”，门源县旅游资源丰富，有祁连山下金
牧场之称的皇城大草原，夏都第一峰岗什
卡雪峰，爱情鸟乐园“花海鸳鸯”，百里油
菜花海，仙米国家森林公园等景点。先后
获得了“中国最美丽的油菜花海”“全球十
大绝美花海”“中国 10 佳最美乡村”“中国
美丽田园”“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范县”“丝绸之路十强旅游明星县”等荣誉
称号。

近年来，门源县着力优化完善发展
布局，在天然、原生态和民俗文化上做文
章，在休闲、旅游和体育赛事上下功夫，
逐步形成了以旅游业为龙头，“农体文旅
商”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在浩门河畔、百
里花海上捧出了“金色门源”生态旅游品
牌，不仅提高了门源在外知名度和对外
影响力，也激活了高质量发展思路，使单
纯的赏花观景成为了凝聚人气的“新平
台”、推介门源的“新名片”、助力发展的

“新动能”。

青海门源县：

以花为媒 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