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２０25 年 3 月 1 日 责编 潘润生 王旭 校对 王旭 组版 永涛 本市新闻

春光作序，产业起笔，石泉县两河镇广袤的田野
间翻涌着蓬勃生机。 正值中药材种植黄金期，村民们
穿梭于林间地头，将一粒粒“黄金种子”埋入沃土，一
幅“林药共生、多元共兴”的春耕热图在青山碧水间徐
徐展开。

天麻、猪苓是两河镇传统中药材，由于生长在高
海拔山区，天刚蒙蒙亮，药农们就三五成群地带着干
粮和农具上山了。

“菌材铺底要压实， 蜜环菌和天麻种子要间隔摆
放……” 艾心村药农余清松一边摆放天麻种一边介
绍，他发展天麻和猪苓已有 15 年，种植面积 10 余亩，
自己育苗，每年采挖后又继续种植，实现循环发展。在
高原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忙着清理林下杂草、铺菌床、
种猪苓。 据了解，两河镇在严格要求保护生态和林木
资源的前提下， 鼓励农户发展适度规模的林下药材，
目前全镇天麻、猪苓等菌类药材面积已达 1300 余亩。

在河谷两岸平阔的田野里，农机手驾驶着旋耕机
翻整土地、起垄机覆膜，农户们蹲在地里将一株株丹
参苗栽进打好的孔里，再盖土压实。 丹参是该镇今年
引进的新药材品种，已栽植 200 余亩。 对已发展的黄

精、五味子、土荆芥、淫羊藿等药材，大家则忙着管护
或补苗，确保今年能丰产。近年来，两河镇借助省药监
局帮扶资源，积极与天士力等药企合作，签订产业订
单，建立起“党支部+企业+村集体+农户”的发展模
式，药材种植总面积达 5000 余亩，该镇中心村通过发
展中药材产业为村集体经济累计创收 70 余万元，带
动 100 余户群众增收。

在中心村中药材趁鲜加工厂内，机器轰鸣，30 余
名工人分工明确、埋头干活，切割机、烘干机流水作
业，将葛根加工成商品。本草溪谷康养园区内，工人们
正紧锣密鼓地施工，加快园区建设，力争早日开园。依
托本草溪谷旅游景区、百草源中药材开发有限公司等
经营主体开发药膳包、养生茶等康养产品。 建立起中
药材“育苗+种植+加工+销售+旅游”的三产融合产
业链。

该镇党委书记成华表示：“我们将以建设秦岭河
谷康养小镇为目标，深化‘药旅融合’发展模式，推行
‘林+药’‘粮+药’立体生态种植模式，建设中药材主
题观光园区，让乡村焕发新活力，走稳走实生态富民
之路。 ”

春耕时节，岚皋县民主镇“客路故乡”一改传统耕作模
式，以“农旅融合”为抓手，用各种新“花”活儿为“春日经济”
蓄势赋能。

走进“客路故乡”民宿群，十余名村民正在地里忙碌，趁
着晴好天气，为周边油菜地施肥、除草、培土、移栽，为游客踏
春赏花做准备。

“这块油菜稍微有些稀疏，开花后会裸露出土地，为保证
整体美观度，我们正在移栽补苗。 ”村上技术指导员陈方振
说，在他的指导下，村民们正按照“十字”定位法进行补苗作
业。 “以前种地没这么讲究， 疏一点密一点总产量还是差不
多，但现在不一样，种的好不好看直接影响能赚多少钱。 ”

去年，枣树村靠着油菜花海吸引游客 3 万人次，“花漫三
秦、春山有约”全省最美巾帼乡村旅游推介活动在“客路故
乡”成功举办，让这里的民宿业主尝到了旅游业的甜头。 今
年，村民对给自家田地“美颜”这件事更加上心，在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的带领下纷纷响应，用肥料增“艳”，用油菜做“墨”，
小菜园直接变成了一个个大景观。

枣树村党支部书记陈声会介绍：“我们按照时间节令选
种育苗，由合作社统筹发动村民种植，根据长势进行施肥、除
草、移栽。 为保证最佳观赏效果，按照‘黛瓦、黄墙、金花海’的

目标种植油菜花 300 余亩，争取颜色连片、不留杂色。 ”
不止农户，手艺人也有自己的“春耕”。 沿着花田边的石

板步道前行，一簇簇含苞待放的紫荆枝条正被村民精心编织
成春日拱门。

“这些紫荆枝条都带着花芽， 预计 3 月底就能开出串串
紫花，和金色油菜田形成撞色效果。 ”搭建拱门的负责人鲁桂
均边织边说。800 余根枝条在他们手中用传统编筐技法编织，
逐步形成 136 米的紫荆拱道雏形，再填入营养土固定鲜活枝
条，待春日花开为乡村旅游注入诗意浪漫。

“好手艺不怕没赚头，现在多出来的农活大概 10 个人做
3 天，按照当地小工费用也就 4500 元。 但是民宿农家乐周边
景色更漂亮了， 相比以前每天每家都可以增加一两桌客人，
一个周的纯收入就超过这个数了。 ”一家民宿的老板算了一
笔收入账。

从油菜田到民宿院，从传统农事到创意文旅，随着民主
镇“客路故乡”知名度提升，当地村民真切地感受到了“和美
乡村”四个字带来的经济效益。 据统计，开春以来，该村已接
收订餐 2000 余桌，最新的一桌已经排到了 5 月 1 日，预计油
菜花开后，整个春季旅游收入将突破 150 万元。

春耕备耕，农资先行。 当前正是春耕备耕的关
键时期，宁陕县各农资经销店化肥、农药、种子、农
膜等各类农资迎来销售旺季。

走进宁陕县现代种子经营公司配送中心,一摞
摞尿素、有机肥、复合肥等肥料整齐地堆满整个仓
库，门店里不时有农户前来选购所需的农资 ,工作
人员耐心热情地为村民介绍各类种子的优点和价
格,帮助他们挑选合适的肥料。

家住龙王镇东沟村的储远峰正在挑选自己心
仪的种子，为春耕做准备。 选好种子是一年好收成
的重要保障，因此储远峰也格外重视。 他说：“这里
的种子品种好、产量高，每年都在这儿买。 有新品
种，老板还会给推荐、指导，售后服务也很好。 ”

“公司自今年 1 月开始，便储备了各类肥料和
种子，今年的储备量比去年增加了 10%，每吨的价
格比市场价低了 100 至 200 元。 ”宁陕县现代种子
经营公司负责人董明介绍， 当前正值农资采购的
高峰期，大豆、玉米等经济作物的种子、化肥需求
量显著增长。

今年以来， 宁陕县供销社打破传统的单一采
购方式 ,采取农资“联采直供”的新模式 ,整合全县
11 个乡镇的农资供应需求, 通过与优质农资生产
企业直接对接,加快货源流通。 截至目前，宁陕县供
销社储备各种化肥 1200 余吨，杂交水稻种子 1000
余斤，大豆、杂粮种子 1 万斤以及价值 60 多万元
的农药和地膜，为春耕生产备足“粮草”。

与此同时， 在宁陕县宋武林农业物资经销店，
各种农机产品整齐陈列、型号齐全，农民围绕在农
机旁，仔细比较性能和价格，听取专业讲解，一边问
价钱，一边谈论品牌，挑选心仪的农机。

“我们及早动手储备货源， 先后储备了各类大
中小型拖拉机、各种型号的播种机 80 余台（件），基
本能满足春耕生产的需求。 ”宁陕县农业服务有限
公司负责人宋武林说。 截至目前，已售出各类农机
具 20 余台（件），销售额达到 4 万元左右，销售量比
去年同期增长 15%。

随着宁陕县农机具购置补贴项目的深入实施，
合作社、农户购买机具的数量、种类越来越多，依靠
机械化水平提质增效已成为广大农户的共识，农机
经销商也在销售过程中更加注重丰富农机的种类
和售后服务质量。

“公司设立了服务热线，安排专车 1 辆，由 2 名
技术人员组成专业团队常年深入农户家中或田间
地头开展售后服务，方便快捷。 ”丁燕平说，这种便
捷的服务方式受到了广大农户的欢迎。

春耕备耕工作开展以来， 宁陕县加强政策宣
传，服务入户，组织种植经验丰富的“土专家”“田秀
才”成立志愿服务队，为农户传经送技，面对面解难
答疑。同时，积极推广农机新技术，加快农业机械化
步伐，充分发挥农机补贴引导作用，引导农民购买
先进实用、环保高效的大型农机具，保障农机具安
全高效投入春耕生产，为春耕打下坚实基础。

初春时节， 紫阳县向阳镇的 3 万
亩茶园步入春季管护的关键阶段。 为
切实推动茶产业提质增效， 该镇精心
组织茶叶技术人员， 深入茶叶主产村
组，创新性地采用“田间课堂+理论教
学”的模式，全方位开展茶园春季管护
技术指导工作， 给广大茶农呈上一份
丰盛的春管“技术大餐”。

当下茶树即将进入萌芽期， 此时
茶园的修剪、 清园以及施肥工作格外
重要。在院墙村一处茶树地里，农业农
村服务中心的技术人员来明玉手持修
枝剪， 为茶农们现场演示茶树春季修
剪的操作要点。 来明玉耐心解释：“春
季是茶树新梢的萌发期， 修剪时应着
重去除细弱枝、下垂枝、密生枝等，以
此保障树体抽梢与结果的平衡， 促使
茶树早萌芽、早出梢。 ”

除了在茶园进行实地指导， 技术
专家们还走进村委会为广大茶农系统
地讲解茶树春季管理技术要点。 他们
通过“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详
细传授茶树修剪、病虫害防治、低温冻
害防御等方面的技术标准和操作规
程， 对茶农日常管理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逐一进行详细解答。有着 30 多年
茶叶种植经验的茶农胡齐成在参加培
训后， 信心满满地表示：“专家讲得十
分实用， 给我们发展茶产业提供了新
思路、新方法。 ”

来明玉说：“我们后续还会陆续前
往各主产村开展技术培训， 指导茶农
进行春季修剪、施肥、药剂清园等管理
工作， 全力确保今年茶叶的产量和品
质。 ”

茶叶是向阳镇的主导产业之一，
现有茶园 3 万余亩， 发展有绿茶、红
茶、橘茶、白茶等各类品种，镇内有茶
叶企业 79 家， 茶叶年均产量约 1800
吨， 带动 6000 余户群众增收约 4 亿
元。

为壮大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抓好春耕备耕，近年来，向阳镇以“理
论+实践” 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科学
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培训，提升茶园
管护技术水平， 推动茶叶产业提质增
效。 下一步， 向阳镇将持续引导合作
社、种植大户做好茶园管护工作，让一
片片绿叶子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 “金
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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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安康·

本报讯（记者 李俊 党青杨 周梦凡）
月河快速干道连接着月河沿线恒口示范
区、五里、建民、安康高新区等重点区域、
集镇，自开工以来备受关注。

2 月 24 日， 记者来到月河快速干道
（G316 改建工程）汉滨段看到，大批机械
设备正进行路面水稳层摊铺、碾压，现场
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

在李湾村大桥箱梁预制场，施工人员
正在对箱梁钢筋进行焊接。 项目承建单位
中铁十七局集团二公司工程部长车疆坡
对记者说，预制箱梁的制作过程中，将严
格按照质量验收程序，钢筋加工采用数控
弯曲设备， 严控每根钢筋的加工尺寸，严
格按照设计图纸和规范要求施工，确保桥
梁安全质量符合要求。

据了解，月河快速干道（G316 改建工
程）汉滨段全长 7.3 公里，其中，控制性工
程跨月河大桥已基本完成，正在施工桥面
铺装。

中铁十七局集团二公司总工程师徐
永刚介绍 ， 目前全段桥梁工程已完成
95%，路基工程完成 85%，路面水稳基层已
铺设 2 公里。 下一步，将继续倒排工期，挂
图作战，全力冲刺，力争 6 月底前建成通
车。

在月河快速干道安康高新段宋家营
月河大桥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各
司其职，正在进行悬臂现浇挂篮模板焊接

和钢筋制安作业。
安康高新段项目生产经理张占龙介

绍，月河快速干道高新段全长 3.6 公里，目
前施工总体进度达 65%。 近期，重点推进
控制性工程宋家营大桥建设。 宋家营月河
大桥横跨月河与十天高速，特别是横跨十
天高速部分， 因下方有高速行驶的车辆，
施工难度和安全隐患较大。 项目部在保证
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增加人力物力，大干
快上，力争 6 月底全线半幅通车。

记者在月河快速干道恒口段看到，整
段道路已经基本完工， 地面标识标线、道
路中央混凝土护栏等交安设施已安装齐
全。

截至目前 ， 月河快速干道恒口段
13.845 公里道路工程、交安工程以及洋溢
河大桥建设均已完工， 主干道已全线贯
通。

据了解， G316 建民至恒口一级公路
（又名月河快速干道），全长 24.75 公里，由
安康高新区、汉滨区、恒口示范区 3 个行
政区分区域实施。 项目正式投用后，将大
幅压缩安康城区与恒口示范区之间的行
车时间， 有效缓解 316 国道交通压力，重
塑区域交通格局，还将进一步释放城市发
展空间，激活月河川道沿线村组产业发展
活力，为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公共服务注
入强劲动力，有力促进区域经济交流合作
与协同发展。

月河快速干道建设擂战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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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沥青青路路面面铺铺设设

工人进行焊接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