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近日，武警陕西总队安康支队积极开
展“学雷锋、献爱心”活动，引导官兵争做新时代雷锋精神的传承者
和播种者。 活动中，有的官兵深入驻地周边社区走访困难群众，开展
义诊助民和卫生整治活动；有的走进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为他们
理发、剪指甲、清扫卫生……用实际行动续写为民服务的雷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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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天的来临，羊肚菌也迎来了
生长的关键期。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
里，汉阴县抢抓有利时机，积极开展羊
肚菌春季管护工作，一幅喜人的春忙图
景正在徐徐展开。

连日来， 在汉阴县涧池镇秦山珍
硒食用菌种植基地里， 只见工人们正
在为羊肚菌抽水、 测温……一个个菌
棚整齐排开，菌棚里白胖的菌柄，顶着
个黄褐色的菌盖，正探出土来。据该基
地羊肚菌技术指导员介绍， 羊肚菌作
为一种珍贵的食用菌， 其生长环境有
着特殊的要求， 种植难度较大， 对土

壤、空气、温度、湿度的要求比较高。在
春季， 管护人员需要根据羊肚菌的生
长习性 ，科学调控温度 、湿度 、光照等
环境因素， 为羊肚菌营造一个最适宜
的生长环境。

“我们初八开始浇出菇水， 寒潮我
们已经预防过去了，现在我们考虑后期
温度高， 现在就让工人把网子挂起来，
每天看看大棚的温度， 温度不能超过
20 摄氏度， 今年这个天气对于羊肚菌
的生长还比较合适，管护得也好。 ”汉阴
县涧池镇秦山珍硒食用菌基地技术指
导员田昆鹏介绍。

羊肚菌是一种名贵食用菌， 被誉
为 “菌中之王 ”，其香味独特 ，营养丰
富， 富含多种人体需要的氨基酸和矿
物质，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人工培育
的羊肚菌种植周期短、 效益高、 见效
快 、市场前景广阔 ，一般冬季种植 ，春
季采收， 采收时节刚好与农忙时节错
开 ，既能提升土壤肥力 ，又能让 “冬闲
田”向“增收田”转变，还能为当地群众
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立春以来，为了
加大羊肚菌的产量和收入， 我们特请
了技术员每天在大棚里进行指导。 我
们今年的羊肚菌一共种植了 69 个大

棚，32 亩。 每天用工一般都在 10 到 12
个， 最高用工期可以达到 40 来个，湿
羊肚菌一般都在六到七十块钱一市
斤，干的一般都在 450 到 600 之间，一
般销往广东和深圳一带。 ”汉阴县涧池
镇秦山珍硒食用菌基地负责人谢先平
乐呵呵地说。

近年来，汉阴县涧池镇依托得天独
厚的气候条件和绿色生态资源，积极探
索新型农业生产模式，通过发展羊肚菌
产业， 为当地群众撑起了一把 “致富
伞”。

“放魔芋的时候要倾斜四十五度，
便于雨后积水排出， 防止烂芽……”3
月 12 日，春风和煦，暖阳普照。 在汉滨
区流水镇新坝中心社区明燕升启现代
农业园区的魔芋地里，一场种植技术培
训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培训现场，市区两级农技专家重点
讲解了魔芋种植整地规格、播种最优节
令、病虫害防治技术等有关知识，并对
芋种摆放、覆土方式等种植工序进行了
现场示范。 参训农户热情高涨，踊跃提

问，积极操作，经过一个多小时教学，大
家对魔芋种植间距、株距、垄沟深浅、施
肥用量等有了清晰把握。

“魔芋的种植主要是抓住几个环
节 ，一是要播好种 ，二是施好肥 ，三是
加强田间管理。”经过专家现场耐心细
致地讲解和指导后， 村民们也快速上
手。

“这场培训真是太及时了，专家讲
的内容都挺实用，对我有很大帮助。 ”
流水镇种植户朱启升在培训结束后 ，

收获颇多，他说：“我去年种了 60 多亩
魔芋， 收成还比较好， 通过今天的学
习，我知道更多的种植技术，今年准备
种 200 亩，魔芋产量一定会更好。 ”

汉滨区富硒魔芋资源禀赋、产业基
础牢固， 是 “全国魔芋产业重点县”。
2024 年，汉滨区计划新发展魔芋种植 1
万亩。 为更好地让魔芋产业成为群众增
收致富的渠道，汉滨区农技推广站成立
6 个专家指导组，奔赴各镇办现场进行
技术指导，推广实施“陕南丘陵山地富

硒魔芋轻质化设施高效栽培” 模式，为
全区魔芋产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
础。

“现在正值魔芋种植的黄金时期，
我们把‘课堂’建在田地间，现场解决农
户的种管难题， 降低芋农的种植风险，
着力打造秦巴山区优质魔芋良种化繁
育示范基地，让魔芋产业成为当地群众
增收的主要产业。 ”汉滨区农业技术推
广站副站长李赟说。

汉阴：羊肚菌春季管护忙
通讯员 熊乐

汉滨：魔芋种植正当时 技术培训到田间
通讯员 刘一薇 饶晓

本报讯 （通讯员 孟少猛 黎晨）为
抓好防返贫监测动态帮扶和脱贫人口
信息采集工作， 石泉县后柳镇坚持三
定、三看、三比“三个三”工作法，以脱贫
人口持续稳定增收为主线，精准开展动
态监测帮扶，切实提升防返贫监测工作
针对性、时效性，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三定”把好收入采集关。 定采集内
容，定期组织 14 名村信息员、帮扶干部
开展专项业务培训，明确“四收一支”、
人口自然增减等为脱贫人口采集要点
信息， 建立脱贫人口季度收支信息台
账 ，做到应统尽统 、账实相符 、账账相
符。 定人员责任，联村领导、第一书记负
总责，包户干部为第一责任人，所有村

户初表均由工作队长、驻村干部、支部
书记签字负联审责任，严格落实“双签
字”要求，信息员负责基础数据复审和
录入，确保数据采集真实高效。 定增收
措施， 对各村采集上报的收入信息数
据，及时分析农户增收指标，制定精准
帮扶措施，通过产业发展、推荐就业等
方式，多渠道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三看”把好数据审核关。 看政策保
障情况，坚持入户走访、宣传政策和集
中排查相结合，多形式宣传党的惠民方
针和帮扶政策，引导群众争当“政策明
白人”，并重点查看低保特困、监测户、
收入下降风险户帮扶政策落实情况，及
时查漏补缺，用好用活产业奖补、就业
兜底等惠农政策， 确保群众稳步增收。

看农户收入结构，建立完善脱贫人口收
支信息台账，对预录入脱贫人口收入进
行全面监测，特别对生产经营、财产性
收入等四项收入占比结构进行分析比
对，不定期召开收入信息采集问题研判
会，适时调整帮扶措施，加大帮扶力度，
确保群众稳步增收。 看会审制度落实，
坚持实行分级复核联审制度，对数据仔
细对照核查， 采集信息村由工作队长、
支部书记、 驻村干部对数据进行初审，
村信息员负责二审，镇巩固衔接办负责
进行逻辑终审， 做到信息准确无误、规
范完善。

“三比”把好数据录入关。 比对行业
部门数据。 强化数据共享，统筹建立镇
民政、社保、农业等 9 大站所数据库，镇

村共享 26 项基础补贴明细数据， 通过
比对筛选一次测算政策性收入，减轻干
部工作量，有效提升录入进度。 比对上
年增降情况。 通过与上年度收入情况进
行比对分析，了解收入变化情况，找准
收入短板，制定“一户一策”增收方案，
确保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比对指标逻辑
关系。 把稳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低于
8000 元、 收入下降且低于全省平均值、
搬迁人口收入增幅低于当地脱贫人口
收入增幅三个重要指标，镇巩固衔接办
加强采集前指导培训，对照 138 条问题
规则明细，逐村审核，逐条逐项纠错修
正录入数据 ，确保 “群众说的 、客观有
的、系统录的”准确一致。

后柳镇着力提升脱贫人口信息采集质量 本报讯（通讯员 张若男）2023 年
以来，岚皋县佐龙镇以深入开展 “三
个年”活动为抓手，依托旅游产业发
展，在“旅游+”其他产业融合发展方
面下功夫，做实特色小镇经济社会发
展新文章。

该镇以“旅游+文化”保护传承为
思路发展文化产业，依托现有的文化
遗存，积极开展晓道竹马、剪纸、传统
编织工艺作坊等农俗文化，以中共安
康地委一大、二大会址红色文化元素
为基础， 打造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包
装打造文化旅游产品，持续增强景区
吸引力；以“旅游+生态”立足生态优
势，在统筹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和人居
环境整治的同时，加快绿色生态产业
发展和乡村振兴建设，以生态环境高
水平保护推动发展，通过发展民宿带
动乡村旅游，做优叫响“生态品牌 ”，

做靓扮美“绿水青山”，实现生态价值
转换，开创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
质量发展双赢局面；以“旅游+美食”
把打造美食品牌作为提升旅游体验、
提高承载能力的重要元素，发挥红烛
宴、 蓬莱八仙宴等美食品牌效应，带
动岚水鱼、蜡烛鸡、生态菜、富硒水等
一批特色小吃发展，同时 ，常态化开
展食品卫生排查和从业人员培训，让
游客从舌尖感受独特韵味，实现旅游
经济和餐饮经济互补发展；以“旅游+
演出”围绕“蓬莱仙境 康养佐龙”主
题，以展现传统习俗和特色文化为主
线，挖掘本地人文和历史资源 ，开展
大道锣鼓、“八仙巡演” 等特色演出，
举办篝火晚会等文艺活动，编排富有
浓厚佐龙文化特色的互动体验节目，
既满足了不同游客群体娱乐需求，又
丰富了景区旅游业态。

佐龙镇做实“旅游+”
融合发展文章

本报讯（通讯员 左鹏 叶柏成）3
月 12 日上午， 紫阳县麻柳镇开展
“扮靓集镇” 义务植树主题党日活
动， 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共计 50 余
人一同前往染房村植树补绿。

植树现场， 大家三五成群，挖
深土坑、扶正苗木、挥锹培土、踩实
压紧 ，整个过程配合默契 、干劲十
足 ，充分发扬了团结协作 、吃苦耐

劳的优良作风， 确保种植一棵、成
活一棵 、美化一片 ，当天活动累计
共栽植树苗 300 余棵。

下一步，该镇将继续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加强生态保护，结合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 不断优化辖区环境面貌，打
造蓝天 、碧水 、净土的生态宜居美
丽乡村。

本报讯（通讯员 孙小莉）三月
春风暖，添绿正当时。 3 月 12 日上
午， 安康市国动办组织干部赴汉滨
区瀛湖镇青春村植树点， 参加义务
植树活动。

挥锹铲土、 扶正树苗、 培土围
堰、 提水浇灌……植树现场一派繁
忙景象。 大家齐心协力、干劲十足，
在紧密配合下一株株新栽种的枇杷
小树迎风挺立，生机勃勃，“党建红”
与“生态绿”交相辉映。

在植树过程中，大家一边劳动，
一边向专业人员请教枇杷苗木的栽
种事项、生长周期、成活率等情况，
确保栽种下的每一株枇杷苗木能成
活，实现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
为当地乡村振兴发展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下一步，市国动办将以真抓
实干带动干部群众发展绿色经济，
共同努力让秦巴大地山更青、 水更
绿、人更富。

共植新绿 扮靓家园

添绿正当时 不负好春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