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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天兵 杨敏丽）冬季油菜管护忙,春来满
地油菜香。 眼下，岚皋县的 3 万余亩油菜进入关键管护期，村
民趁墒追肥，除草培土扶壮，为来年油菜稳产增收打好基础。

11 月 12 日，细雨霏霏，在蔺河镇草垭村的一处坡地里，村
民马金英正在地里施肥， 然后一垄垄培土， 忙得额头泛起汗
珠。

“庄稼三分种 ,七分管 ,管护好才能保证油菜丰收。 ”一大
早，前来统计全村油菜种植面积的驻村第一书记陈肖、村党支
部书记胡家领、副书记胡福涛，来到地头与马金英聊起了油菜
冬季管护。

胡家领抬头看了看阴沉沉的天，估计很快就有大雨落下，
于是 3 人走进地里一起帮忙施肥。

胡加领介绍，今年该镇油菜种植总面积为 4800 亩，草垭村
种植总面积为 450 亩，目前村民已基本除过一遍草、施了越冬
肥，油菜总体长势良好，来年油菜有望丰收。

水田村是岚皋县城关镇油菜种植的重点区域之一，每年油菜
种植面积近千亩，该村利用区域优势通过打造油菜花旅游观光活
动，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形成农旅融合发展新模式。 这几天，
村民三五成群地在地里锄草、施肥，确保油菜安全越冬。

在水田村二组的农田里， 一株株油菜青葱翠绿， 长势喜
人。 70 岁的村民伍玉山利用雨后的墒情给油菜追肥，与别人不
同的是，伍玉山购买了一款施肥“神器”，不用弯腰，只需用手
在“神器”上用手轻轻一按，化肥就会顺着一条塑料管流向油
菜根部，操作起来十分轻巧便捷。

伍玉山说，今年他家的 6 亩油菜已施过底肥，现在施的是
过冬肥，只要管护好，明年的油菜籽亩产达到 100 公斤不成问
题。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波 桑溶）
11 月 5 日至 8 日，2024 年安康市
基层农技干部标准化生产培训
班在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技师学
院举办。 市直农业农村系统、各
县（市区）、镇农业技术推广干部
100 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采用专题讲座、现场教
学 、 交流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邀请相关专技老师围绕《农
业提质增效与农产品品牌创建》
《农业标准化与农产品质量安
全 》 《农业标准化之形势任务 》
《地方标准编制指南》 等内容进
行专题讲授。 组织学员前往紫阳
县焕古镇焕古庄园茶叶公司、汉

阴县果蔬交易中心、 七叶莲公司
等基地， 围绕坡地标准化茶园管
护、标准化制茶车间、猕猴桃全产
业链标准化种植， 蔬菜标准化种
植、 路基标准化养殖等开展现场
教学。 同时，围绕“如何推进我市
标准化生产工作”进行研讨交流，
并撰写了培训心得体会。

本次培训是近年来我市首个
农业标准化主题基层农技干部培
训班， 旨在贯彻落实安康市全国
名特优新高品质（富硒）农产品标
准化建设推进会精神， 助力加快
建设秦巴山区农业强市和农业农
村现代化。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相较于“吃
什么好”，如今人们更注重“吃得健康、吃
得安全”。近年来，汉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持续打造“互联网+明厨亮灶”项目，共同
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11 月 12 日，在汉阴县城关镇福满园
酒楼的后厨，各种厨具和调味品按类摆放
整齐，戴着口罩和厨师帽的厨师们严格按
照服务规范进行操作，有序地忙碌着……

这一切，通过登录智慧监管平台就能看得
清清楚楚，后厨卫生状况、菜品加工过程、
菜品菜色等情况也可以通过店内放置的
屏幕，在大厅一目了然。

“在外面用餐最担心的是食品安全。
虽然有监管部门在监管，但我们还是想看
到操作人员的操作过程，让我们吃得更放
心。 以前的餐饮厨房设计的都比较隐蔽，
什么都看不到。在这里的明厨亮灶可以看

到里面的加工过程。 ”消费者李女士说。
“互联网+明厨亮灶” 促使厨房工作

人员在“众目睽睽”之下，更加自觉地遵守
操作规范，保持个人卫生，提升职业素养。

“‘互联网+明厨亮灶’项目对我们餐
饮服务行业 、单位强化自身监管、提升管
理效率提供很大帮助，很多顾客看到明厨
亮灶的视频，心里感觉很踏实，我们有信
心持续做好食品安全工作。 ”餐饮经营者

李佩说，压力就是动力，将后厨“亮”给监
管者，“晒”给消费者后，餐厅的日常监管
更严格，生意更好了。

在汉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
监管股，工作人员正通过智慧监管平台查
看各餐饮企业后厨情况。 据了解，工作人
员会定期或不定时进行远程巡检，对餐饮
服务企业食品加工过程进行监督管理并
生成检查清单，对有问题的经营主体下达
责令整改通知书，并留存视频证据，形成
“线上巡查+现场整改+效果回传”的智能
监管模式。

“跟过去的监管相比， 现在仅需 1 个
人、1 台电脑、1 个平台，就能实现‘传统监
管’向‘智慧监管’升级，极大地降低了我
们的监管成本和监管难度，针对餐饮监管
中的重点，把对商家的监管从职能部门的
‘一双眼睛’转化为消费者‘无数双眼睛’，
让消费者买得安心、吃得放心。”该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管股干部廖进军
说。

2023 年以来， 该局把明厨亮灶作为
保障民生、推动全县餐饮业健康发展的重
要抓手，重点创新实施“互联网+明厨亮
灶”项目，在全县餐饮服务单位大力推进
明厨亮灶建设，采用“透明厨房”“视频厨
房”和“隔断厨房”等展示形式，将食品安
全关键部位与环节向公众展示，实现阳光
操作，并采用视频监控技术对餐饮门店后
厨全部操作流程，进行全程监控与视频存
储，实时监控后厨，让群众随时可以进行
“看得见”的监督。

目前，汉阴全县“互联网+明厨亮灶”
平台入驻商户已有 752 家， 覆盖学校食
堂、机关食堂及社会餐饮企业。 该县将进
一步扩大“互联网+明厨亮灶”的覆盖面，
通过示范引领， 带动更多餐饮业主加入
“透明餐厅” 行列， 让更多消费者看得清
楚、吃得放心，享受美好安全“食”光。

汉阴：互联网 + 明厨亮灶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通讯员 王建霞 刘东

本报讯 （通讯员 程思薇 李鋆轩） 初冬时节，走
进宁陕县四亩镇太山坝村，山坡上、沟岔间，红玛瑙般
熟透了的山茱萸果挂满枝头，色泽殷红、个头饱满、娇
艳欲滴，一派丰收喜人的景象。

太山坝村村民龙吉艳趁着天气晴好，一大早就带
着箩筐收起了茱萸，一串串晶莹剔透的果实映红了她
幸福的脸庞。

“今年枣皮（山茱萸）价格好，能卖到 4.5 元一斤。
我家今年收入就有 2 万元左右。 ”

看着自家门前一棵棵山茱萸树， 龙吉艳喜笑颜
开，“这几年，镇、村为我们农户协调种苗、提供技术指
导、联系客商上门收购，山茱萸的产量和品质都得到
了提升。 ”

今年以来，该村通过与帮扶单位县农业林业和水
利局积极衔接沟通，争取资源，为全村提供山茱萸树
苗 1 万根，同步为农户提供种植、修剪、病虫害防治、
老树整治等技术培训。 共邀请农林技术人员现场指导
5 次，其中科学管护 3 次。 为实现资源共享，该村充分
发挥第一书记“组团服务”作用，邀请技术人员将科管
技术培训面覆盖至全镇，科学的种植方法，高质量的
种苗有效提升全镇山茱萸的科管水平。

如今，山茱萸种植不仅为当地农业产业带来新的
发展机遇，也为村民创造了就业机会，提供了更多收
入来源。

“我家种了 20 多年的山茱萸。 这几年，通过政府
宣传引导和政策支持，村党支部引领，党员带头，大户
带小户，邻里互帮互助，形成一股好势头。 我们村有
178 户村民，150 户都在种植，覆盖率高达 80%。 ”该村
党员付俊琦说。

据了解，该村按照“抓党建强产业”的思路，坚持
把党建作为解锁产业发展的总钥匙，发挥党组织核心
引领作用，积极整合资源，引导农户规范化、规模化种
植山茱萸，积极构建“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打
造育苗、种植、存储、购销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该村对每次农林产业培训仔细研判， 精选人员，
有针对性开展人才培养，将党员干部、种植大户率先
带动起来， 让党员干部成为引领农村发展的主力军，
乡村振兴的先锋队。今年以来，培育技术带头人 43 人，
其中党员干部 18 人，打造带富雁阵队伍。

近年来，该村紧盯生态资源优势，鼓励群众种植
山茱萸、猪苓、天麻、黄连等中药材。 全村累计发展中
药材 2000 余亩、土蜂 1600 余箱、板栗 1419 亩，基本形
成户均 100 余亩中药材、10 箱土蜂、30 余亩干果的产
业格局。

本报讯（通讯员 万辉 刘子东）
“6 年来， 多亏农行的贷款支持，
要不然我的蚕桑养殖可能要‘稀
烂’。 ”石泉县蚕桑大户罗某感慨
道。 “自 2018 年起，石泉农业银
行就一直支持我走到现在，在我
最困难的时候 ， 是他们伸出援
手。 从最初的放贷 30 万元、到 50
万元 、再到 100 万元 ；随着我的
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经营情况持
续向好 ，今年 ，石泉农业银行计
划将我的授信提高到 120 万元，
真是太感谢了！ ”

农业银行石泉县支行始终
围绕全县蚕桑、魔芋、黄花菜、中
药材种植及文旅康养等主导产
业 ，持续加大金融 “供氧输血 ”。

从 2018 年农户贷款余额 1563 万
元 ， 到 2023 年底直逼 2 亿元 ，
2024 年 11 月末， 该行农户贷款
余额已达 31777 万元，切实助力
2000 余户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实
现产业增效 、农户增收 ，在支持
县域经济稳步发展上作出积极
贡献。

7 年来， 农业银行石泉支行
用“惠农 e 贷、微捷贷、抵押 e 贷”
持续解决各类经营主体的融资
难 、融资贵等问题 ，让农民有了
资金、有了希望。 该行在金融支
持乡村产业 、 助力乡村振兴的
“长跑”中跑出产业发展的“加速
度”，跑出金融为民、服务实体的
“加速度”。

岚皋：3万亩油菜管护忙

本报讯 (通讯员 张若男
王 思捷 ）时下 ，茶园到了冬季管
护的关键时期，在岚皋县佐龙镇
各村的茶园基地里，村民们正抢
抓时机， 对茶园进行精细管护，
以确保茶树安全越冬，为来年的
茶叶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走进佐龙镇乱石沟村标准
化茶叶种植基地，远处起伏的山
峦与连片苍翠碧绿的茶园交相
辉映 。 村民们正忙碌地进行劳
作 ， 他们三五成群穿梭在茶树
间 ，动作娴熟地修剪枝叶 、松土
追肥 、剔除杂草 ，阳光洒在翠绿
的茶树上，映出他们脸上的汗水
和满足的微笑，构成一幅美丽的
劳动画卷。

“茶园三分种，七分管，前期
的修剪和除草工作我们已经完
成，现在这个时间段主要就是把
沟挖好 ，便于上肥……”该镇农

业农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指导
村民细心地管护茶园。

在另一边的长春村，村干部
正和村民在山地茶园里开展劳
作， 有的戴着手套拔出杂草，有
的则对茶树进行施肥，保障每一
株茶树都能得到充足的养分和
良好的生长环境。

今年以来，该镇多次邀请县
茶叶站的专业技术人员到田间
地头对茶园管护进行现场指导，
从茶叶种植、土壤管理、剪枝、病
虫害防治、施肥等方面开展现场
讲解，切实解决村民在实际管护
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 同
时， 以做强特色产业为目标，在
茶园精细化管护方面下足功夫，
树立“全年管理，精细劳作”的理
念， 提高全镇茶叶品质和价值，
推动茶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
的“金叶子”。

佐龙镇：
冬季管护为茶香

专题培训赋能安康特色
农业标准化生产

为为油油菜菜施施肥肥

金融“活水”
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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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智慧谱写新时代农民之歌
通讯员 柯于友 习潇潇

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汉子，开辟了
养猪致富的一片新天地；一个勤劳而睿
智的高素质农民，成为在当地群众中深
孚众望的养殖产业致富带头人，他就是
平利县兴隆镇马鞍桥村五组村民叶涛。

叶涛出生于 1973 年 8 月， 中共党

员，现任马鞍桥村党支部书记，平利县鑫
旺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法人代
表。 2007 年，多年在外务工的叶涛萌生
了回乡创业的想法，经过多次考察，使他
非常看好规模化养殖产业。 说干就干，
叶涛立马带着打工存下的 5 万元， 回乡

创建了兴隆镇第一个正大模式的猪舍。
购进 50 头商品猪仔进行饲养，边养边摸
索养殖技术，向县畜牧中心技术人员咨
询疫病防控方法，经过一年的辛勤努力，
年底出栏 50 头生猪，除去成本净赚 3 万
元，这让叶涛信心满满，决定要在这个产
业干出名堂。

2009 年，他贷款 20 万元，扩建了两
栋猪舍、占地 300 平方米，同时进行一年
两季的养猪规划。 2011 年出栏生猪达
500 头，实现净利润 30 万元。 这一下，周
围的村民看到养猪有赚头，便主动请叶
涛指导、寻求合作。 2012 年 2 月，叶涛成
立了养殖专业合作社，带领村民共同发
展养猪产业。 为更好地抓住县镇畜牧产
业发展奖补政策的有利时机， 同年 3 月
正式成立平利县鑫旺畜禽养殖专业合作
社。 当年建成鑫旺万头养猪场，占地面
积 40 亩，圈舍面积 15000 平方米，生活
管理区 600 平方米， 招聘工人 15 人，技
术员 2 人，设计存栏 5500 头，出栏 4500
头， 吸纳当地村民 120 户成为合作社社
员。

在叶涛多年不懈的努力下，2014 年
鑫旺畜禽专业合作社被命名为“市级现
代农业园区”，2016 年被命名为“市级示
范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7 年被命名为

“省级示范合作社”。 为感谢党委政府的
支持， 不负周围乡亲的期望，2016 年至
2020 年该合作社承担起兴隆镇蒙溪街
村、马鞍桥村、两河口村、新场街村、秤沟
村 5 个村的生猪养殖产业帮扶工作。 叶
涛担任脱贫工作队队长，分别在 2016 年
帮 68 户农户改造圈舍，2017 年至 2020
年帮扶 20 户， 每户低价发放 3 头仔猪。
叶涛入户指导养殖技术， 解决养殖户销
售难题 ， 带动每户增收 2000 元以上 。
2021 年至今每年帮扶 100 余名脱贫户
发展养猪产业，实现就业增收。叶涛的真
帮实扶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也得到了党
委政府的褒奖，2014 年叶涛被评为 “平
利县第五届劳动模范”，2016 年、2020 年
被评为“平利县优秀共产党员”，2017 年
至 2019 年多次被市县评为“脱贫攻坚先
进单位及个人 ”，2021 年被兴隆镇马鞍
桥村推选为支部副书记。 2021 年、2022
年连续两年被兴隆镇党委评为 “优秀党
务工作者”，2024 年 4 月被推选为马鞍
桥村支部书记。

如今，在兴隆镇每当提起叶涛，村民
都会竖起大拇指夸赞。 他把智慧用在发
展家乡产业、乡亲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谱
写了一曲新时代农民的奋进之歌和奉献
之歌。

饲饲养养生生猪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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