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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汪忠良 徐成英）为
推广茶叶加工技术， 推动茶叶产业高质
量发展，近日，紫阳县向阳镇邀请该县茶
叶研究所专业技术人员开展茶叶加工专
项技术培训， 辖区内所有茶叶加工企业
和茶叶加工小作坊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专业技术人员重点围绕茶
叶的鲜叶收购、鲜叶摊放、茶叶杀青、揉
捻做形、 干燥提香等内容对茶叶加工技
术进行了系统讲解， 并结合紫阳毛尖的
特性， 具体讲解了三类主导产品紫阳翠
峰、紫阳银针、硒香茶生产加工技术规程
以及厂房设备整备等内容， 并不时与台
下群众亲切互动，解答他们的各类疑问。
“通过技术指导，我们学到了很多实用技
巧， 比如在翠峰干燥足干时， 一定要低
干，温度最好控制在 60℃至 70℃,一般
采用低温慢烘的方式， 才能让醇厚的香
气自然散发。”现场一小作坊老板兴奋地
说道。

茶叶产业是向阳镇的主导产业，也
是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搞好茶叶
加工是茶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环节。 近

年来，向阳镇镇始终秉持“生态、绿色、有
机”的发展理念，常态化开展茶叶技术培
训相关活动，加强技术指导，规范加工程
序，解决茶企在茶叶生产中遇到的难题，
为农民增收提供有力保障。 同时,该镇通
过推进茶旅、文旅、农旅融合 ,延伸旅游
产业发展链条 , 提升质量和效益 , 促进
全镇旅游产业转型升级、跨越发展,实现
了茶产业带动全域、全季节旅游发展,促
进群众增收。据了解，全镇已累计发展茶
园 3 万亩，年产茶 800 余吨，综合产值超
过 6 亿元。

“当前，春茶正处于萌芽期，茶企正
忙于加工设备调试检修， 茶农也忙于采
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春茶采收在望。我
们将持续对全镇茶农进行技术培训，指
导茶农做好春茶生产工作， 落实好茶叶
管理惠农政策，让更多群众得到帮助，切
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进一步推动
茶叶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农增收，为乡村
振兴赋能添彩。”向阳镇农业综合服务站
负责人表示。

眼下，正是春茶开采的好时节。 走进南
宫山镇桂花村的千亩高山茶园， 远远望去，
一排排整齐的茶树从山底盘旋而上，占据着
整个山坡，如同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翠绿的地
毯。 这些天，硒博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正加

紧组织农民开展春季管护工作，为即将到来
的春茶采摘做好准备，茶陇间到处跃动着农
民忙碌的身影。

“茶园开采前进行一次浅耕除草， 有利
于疏松土壤、提高地温，减少水分和养分的

消耗， 有利于促进春茶
提早萌发。 ”在茶园管护
现场， 该县农业科技服
务中心、 茶叶站站长彭
仁军介绍， 抓好春茶前
期管护， 对于增加茶园
春茶产量、 提高春茶品
质与效益有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茶叶园区位于南宫
山脚下，海拔 1200 米左
右，境内山水相依，光线
充足，土壤肥沃，拥有得
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是
茶叶优质适生区， 主要
以陕茶一号、 乌牛早茶
树品种为主， 公司现已
建成核心标准化茶叶基
地 600 余亩，拥有绿茶、
红茶、 白茶清洁化加工
生产线各一条， 并配置

农耕体验馆及“南宫山茶居”民宿各一座，带
动周围村民 60 户 200 余人致富增收。 园区
所在的桂花村是有名的中国美丽田园，村里
梯田层层叠叠，路边十里桂花长廊，流水飞
瀑，风景宜人，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感受乡

村的田园风光。
岚皋县茶园总面积达 10.83 万亩， 年产

茶叶 7400 吨，茶叶覆盖全县 12 个镇、118 个
村，所产茶叶醇香、味浓、富含多种人体必需
的微量元素。 全县茶叶加工厂达到 50 家，建
成了基地 500 亩以上茶叶园区 18 个， 茶产
业已经成为乡村产业振兴和促进农户增收
的支柱产业。

该县制定了《岚皋县产业延链补链强链
行动工作方案》《岚皋县茶产业延链补链强
链实施方案》《岚皋县茶产业链链长制工作
机制》等系列文件，建立健全政府领导、部门
共管、金融服务、司法保障、信息传递的经营
主体帮扶措施，建立产业延链补链强链联席
会议制度，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岚皋县将依托南宫山等三大景区，不断
推动园区变景区，茶叶变礼品，以茶促旅，以
旅带茶，以茶为本，茶旅融合的发展道路，打
造成集茶叶生产和休闲观光为一体的农业
开发综合体，着力构建“三产”融合的现代茶
叶发展体系，持续推进四季金碧雲、南宫山
桂花、孟石岭丰坪等一批茶旅融合示范点建
设。 加大宣传推广，让更多人知道岚皋的好
茶，让“南宫山茶”成为一张亮丽的名片，常
驻游客心中，带动当地群众增收，拓宽百姓
致富之路。

茶 旅 融 合 促 振 兴
通讯员 段明珠 文/图

随着气温逐步回升，春耕生产也
迎来一年最忙碌的时节。 连日来，在
石泉县曾溪镇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
镇村干部及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开展技术培训，村民抢抓农时，翻土、
除草、施肥、播种……全镇上下涌动
着一幅幅生机盎然的春耕图。

在兴隆村的烤烟种植基地里，村
民们分散在山间地头， 正忙着起垄、
施肥，为烟苗移栽做准备，大家分工
明确，干劲十足。 “今年我们村共种植
200 亩烤烟， 其中村集体经济新流转
了 100 亩土地来发展烤烟，一方面能
为村集体经济增收，另一方面带动周
边村民就近务工，为家里增加收入。 ”
兴隆村党支部书记彭易军介绍。 近年
来， 兴隆村充分发挥本村资源优势，
积极拓宽产业发展思路，在稳固提升
油菜、玉米、大豆等传统产业的基础
上，大力发展黄花、烤烟等特色产业，
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走进大沟村的羊肚菌种植基地，
一朵朵胖乎乎的羊肚菌正沐浴着春
光奋力生长， 工人们正通过智慧农
业系统监测大棚内的温度 、湿度 ，
同时做好通风工作 ，为羊肚菌的茁
壮成长保驾护航。 “去年我们试种过

一棚羊肚菌，效果还不错，今年又新
发展了 20 亩，目前羊肚菌长势喜人，
三月底就可以大量采收了，预计鲜货
产量达 5 万余斤，总产值达 120 余万
元。 ”羊肚菌种植基地负责人罗来贤
说。

在联盟村，2024 年农业技术培训
正在开展。 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专家围
绕蚕桑、畜牧等技术要领进行细致讲
解，村民们认真听课，并时不时与技
术专家交流互动，农技专家对村民在
实际农业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
题进行详细解读， 并提出针对性措
施， 进一步提升村民种养殖水平，为
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技
术保障。

今年以来，曾溪镇紧紧争当 “五
个标杆”作示范的总要求，认真贯彻
落实各级关于做好春耕备耕和农业
生产的各项决策部署， 抢抓农时，统
筹谋划，有序推进，按下春耕生产“加
速键”。 截至目前， 全镇种植黄花菜
420 亩、预制菜订单辣椒 100 亩、羊肚
菌 80 亩、土豆 1800 亩，烤烟起垄 800
亩。 同时抢抓时节，加大技术培训，强
化田间管护， 迅速掀起春耕生产热
潮，为全年丰收增产奠定坚实基础。

眼下正值春耕春种的关键时节，连日来,
汉滨区沈坝镇两级干部齐出动，精准指导农
户科学种粮，聚力推进春耕工作，确保粮食
增产增效。

“大豆、玉米分别控制施肥，玉米要施足
氮肥，增施锌肥，大豆要少施氮肥，增施钼肥，
大豆、玉米均要增施磷钾肥。 ”在第三十二届
“科技之春”宣传月粮油种植培训会上，来自
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研究员向参训人员介绍
着今年的主推农作物、 播种、 管护技巧和要
点。 为进一步提高粮油作物单产，做好主推农
作物春耕工作， 助推辖区农业发展水平提质
增效， 沈坝镇邀请上级农业部门组织专家队
伍实地指导粮农科学开展种植管护作业 2 场
次，为粮油稳产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

“老胡，节气到了，你的 2 亩多地也要赶
快种上了，种子村上有。 你屋离地里稍微远

点，骑车啥的要当心！ ”富田村驻村队员何玉
安在院坝会上向村民老胡说道。 通过“沈坝
好声音”微信公众号、镇村干部入户走访、座
谈会等形式沈坝镇深入开展春耕安全知识
宣传 100 余次，引导群众高度重视农机作业
安全、农药施用安全、化肥使用安全、春耕用
火安全、春耕交通安全等，切实提高了农户
安全意识，全面筑牢春耕安全生产防线。

“今年是第一年， 村里免费给的 1 吨化
肥这不都用上喽。 ”西元村农户老汪停下手
里的活计说道。 “我们原先想种地，但是没有
合适的地块，去年下半年，镇村组织机械和
人工把这块 30 多亩的坡地开挖了出来，方
便了我们农户耕种。 ”2023 年开展耕地流出
问题图斑和撂荒地整改工作以来，沈坝镇持
续创新工作方式，优化工作方法，在西元村
与有意愿耕种农户签订耕种协议和每年无

偿赠 1 吨化肥的做法，大大激发了农户的耕
种积极性，为推进全镇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
安全底线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关耀村 12 组，300 余亩坡地上， 种粮
大户方杰正在组织着帮工开展密植玉米种
植作业。 “老石，用旋耕机的时候手上脚下千
万小心！ 注意脚下的土疙瘩，一垅一垅的翻
好，别着急。 ”在耕种现场查看农机安全的村
党支部书记彭万东叮嘱道。“今年我总共 300
多亩地， 一半 100 多亩现在种植密植玉米，
另一半待油菜倒茬后搞成玉米大豆带状复
合，明天再加劳力人工，争取本周内全部播
种完，预计产量能达到 4 万公斤。 ”看着现场
的繁忙场景，方杰笑盈盈地打开了话匣子。

在花红村鑫盛米仓农机合作社，各种农
业机械来来往往，热闹非凡，维修保养农机
的车间秩序井然。 “旋耕机、开沟机、播种机

最近出租的非常多，合作社的人手全部都上
工了，还有点忙不过来。 ”合作社负责人徐远
米擦了擦额头的汗说，黑红的脸庞上洋溢着
笑容。 “大家加把油，鼓起劲头来，最近这段
时间忙完后， 合作社还有 100 亩水稻要种，
春天就得忙活些才有盼头呢！ ”徐远米向社
员们喊道。

近日，镇农业综合服务站徐辉易马不停
蹄地奔波于田间地头，“纯种玉米点播全部
采用宽窄行种植， 紧凑型玉米窄行 40 十宽
行 80 厘米，株距 27 厘米，每穴播 1 至 2 粒
种子。 ”是他嘴里的碎碎念，却解锁了沈坝农
户丰收的密码。沈坝镇立足农业为本，组成 1
个镇级指导组、10 个村级指导小分队， 对全
镇农业园区和重点分散种植户进行实地精
准指导， 有力提升了农作物种植成活率，切
实增强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镇村干部齐出动 指导村民种粮忙
通讯员 马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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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农进行采前管护

新华社发（宋博 制图）

眼下正值农业春季管护关键时期， 汉阴县城关镇长窖村蜂糖李产业
园里，工人们正抢抓时节，嫁接果树、喷洒农药、除草……对李园进行春季
管护，确保蜂糖李实现丰产。

“现在正是春季果树萌芽期，是嫁接的最好时机。大家看，先从主枝干
开始截枝，找到适应生长的芽口后，在进行斜剪，削开选好的砧木，将修剪
好的枝条贴合在砧木上，再用覆膜缠好……”为改良果品质量，提升果品
产量，林果专业技术人员为果农们就嫁接技术边讲解边示范。

该产业园负责人介绍，2021 年长窖村瞄准蜂糖李广阔的市场前景和
王家沟地域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通过改造荒山、整地建园，连片栽植蜂
糖李 350 亩，采取“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 60 余户发展蜂糖李
产业，2023 年实现户均增收 3000 元， 打好了李子丰产助农增收第一仗。
为进一步提升果品质量，助力增产增收，今年合作社以“农技员+土专家”
模式包户指导，帮助果农全面提升林果标准化、规范化管理，预计每亩能
增收 8000 元。

“三到四月份是农业管护的黄金期，我们以‘科技之春’活动为契机，
聘请了 2 名农技专家和 12 名土专家、田秀才组成农技服务小分队，深入
田间地头和林果种植基地开展农业技术培训，提供技术指导，目的就是推
动全镇农业增产、助力农民增收。 ”该镇分管农业工作的尹先祥说道。

据了解，近年来，汉阴县城关镇高度重视农业经济发展，因地制宜大
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积极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文章，把产业培育、产业发
展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举措， 不断推
进产业纵深融合发展，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奏响了产业振兴、群众
增收的乐章。

科技助农稳增收
通讯员 刘静 文/图

技术人员指导果农嫁接果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