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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
6月27日至7月2日，我市以
多云天气为主，多午后分散
性阵雨或雷雨天气，并可出
现 35℃以上高温天气。7月
3日有一次降水过程。

早稻已进入生长后期，
后期的天气状况对早稻的
产量影响至关重要，农户要
抓紧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
早稻不要割青，尽量保证产
量；上周降水较多，受渍田
块在降水过后需及时排水；
单季稻等加强田间管理。
橘农可采用喷施叶面肥、芸
苔素等对作物进行叶面补

肥，并及时增施有机肥，加
强病虫害的防治。设施大
棚要加强管理，要合理使用
农药及时防治病虫害；另
外，本周需注意防范强对流
天气，拉好塑料大棚压膜
线，以防被大风吹掀损坏。

今年我市入梅时间比
常年推迟了 9天，且今年以
来降水量相对偏少，农户除
做好防范强对流天气外，也
要做好蓄水工作，预防夏季
高温、干旱导致农作物受灾
减产。

龙游国家一级农业气
象试验站 钱途

本报讯（记者 吴红梅 报道
组 梁羽煊 通讯员 祝悦雯 黄法
宏）“茶树品种如何挑选？茶树
长虫怎么办？怎样才能制出好
茶？”……近日，在龙游县社阳乡
红光村文化礼堂内，一场关于茶
叶种植和加工的培训班上，国家
一级制茶师过海顺正一边演示着
PPT，一边讲解着。

本次培训班吸引了近百名茶
农报名参加。课上，过海顺老师
从茶树的生物学特性、与环境的
关系等开始讲解；之后，他又来到
茶园进行现场教学，从茶树生长
的基本规律、低产茶园改造、优质
高效茶园的水肥管理等方面为茶

农答疑解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授课方式，提高了茶农的学习
热情。

社阳乡优良的生态环境非
常适宜种茶，发展茶产业。红光
村作为社阳乡有机黄茶的重要
产区，境内有连片的茶山。全村
625户，1355人。但作为库区村，
产业基础单一、人口结构老
化。2019年，村集体以“土地入
股+建设黄茶基地+承包经营”
的方式，建设 200余亩黄茶种植
基地，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2020
年的 11.2万元上升到 2022年的
33万元。

种茶农户多起来了，碰到

的种植难题也随之而来。上
了年纪的茶农还是凭着以前
的老经验，种茶不仅产量不
高，产品销量还受阻，无法适
应市场需求。

今年 2月以来，社阳乡牵头
组织，创新采用“点单”式服务，开
展分区域、分产业特色走访，听取
茶农的需求与困惑，给予他们实
际帮助。

“近期天气闷热，茶树开始长
虫，不知道该如何用药，培训课
上，过老师正好讲到用药方法，这
下我的茶树有救了。”红光村村民
何茂华开心地说，他家种了 7亩
多茶树，由于缺乏经验，茶叶产量

一直不高。在茶园授课现场，过
老师手把手地教他怎么施肥、怎
么剪树枝、怎么用药，“这次培训
很及时，没想到，茶园管理竟有这
么多门道。”

据悉，社阳乡所辖 8个行政
村，每个村都有各自的产业特
色。接下来，乡党委政府会针对
性地推出不同的培训课程，如凤
溪村的西瓜、柑橘种植课程，青塘
坞村的黄花梨种植。通过“点单”
式服务，提供“一村一课堂”模式，
切实把农产品种植实用技术零距
离送到农户手中，鼓起农民的“钱
袋子”，为乡村产业振兴持续提供
不竭动力。

本报讯（通讯员 方争游）
近日，笔者在开化县华埠镇华民
村沿着城华线公路行走，只见酒
店、公寓楼连接着一幢幢排屋，
干净整洁，人车分流，商贸一条
街上，车来人往的，俨然是城镇
的模样。该村党支部书记戴康
武相告，这些都是村庄整治“整”
出来的成果。

华民村是华埠镇城郊村，原
来由于城市规划，村里多年没有
审批建房，刚性需求的农户多，
制约了农村的经济发展。2016
年以来，村里开展以“三改一拆”
为主要内容的村庄整治行动。
村庄整治，涉及面广，政策性强，
工作量大，本来是个压力。想不
到，换个思路，却给华民村带来
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原来，
该村领会“千万工程”整治与发
展的精神，在土地上做文章，在
发展上下功夫。根据村民需求，
新村建设项目打造商贸一条街，
将公寓楼、店面、排屋结合起
来。于是，这个总投资 6000万
元、建筑面积 5万平方米的项
目，资金不足时实行分期实施，
以滚动发展。

前几年，新村建设项目完成
后，既解决了村民住房难问题，
又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还吸
引许多乡贤回村经商。“商贸一

条街给了我们发展的机遇。”乡
贤颜新源高兴地说，2020年，他
回村在商贸一条街租下 2间店
面，开起“花面早餐店”，现在的
营业额平均每天 1500元左右，
比在外务工强。商贸一条街，增
加村民就业 40余人，每年带动
农民增收100余万元。

村庄整治后，集体经济由弱
变强。“新村建成后，公寓楼有
32间店面房，形成商贸一条街
出租后，每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入34万元，而之前，村集体全年
经济收入才 5万元。”戴康武相
告，为了把美丽环境更好地转化
为美丽经济，去年 7月，村里成
立了华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积
极向文旅行业发展，并利用诗画
风光带“黄金水岸线”的优势，购
置 11艘游船，开发水上游乐项
目。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增至
60万元。

不仅如此，今年 4月，华民
村和开化国控集团共同投资兴
建的浙西农贸市场项目，在华民
村开工，项目总投资1.7亿元，开
化国控集团占股51%，华民村占
股 49%，主体工程将于 2023年
12月完工。“浙西农贸市场开张
运营后，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带
来200万元至300万元的收益。”
戴康武高兴地说。

本报讯（记者 胡宗仁 通
讯员 徐琦航）山坡的梯田里，
生长着茂盛的紫薇花；另外一侧
的地里种了不少辣椒，辣椒苗长
势不错。“这20多亩的紫薇花是
在2021年种植的，今年卖花、卖
苗已经有1万多元收入。”日前，
在常山县招贤镇溪上村，该村党
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徐贞
满告诉记者，发展村级产业，今
年村集体还新种了2亩多辣椒，
本月初就摘了 15公斤，再过些
日子第二批辣椒也要上市了。

溪上村位于招贤镇南部山
区，由原大麦坞村和溪上村合并
而成。该村依山傍水，风景优
美，但产业结构单一。近年来，
溪上村村“两委”干部拧成一股
绳，因地制宜，决定走农业产业
多元化的道路，从而带动村民增
收、村集体经济壮大。

“发展村级产业，我们是从
种紫薇花开始破题的。”徐贞满
介绍，在流转村民的闲置土地
时，村集体是靠诚信向村民

“借”地三年。当年，40多户村
民表示愿意将自家闲置的土地
先行借给村里使用。之后，村
集体就在梯田里种下了 20 多
亩紫薇花。

去年，根据溪上村的气候特
点及土壤性质，村集体还种植了

10多亩芝麻。
“芝麻虽小，力量大。”徐贞

满说，村级产业就如芝麻一样，
是从一点点开始做起来的，再是
芝麻开花节节高。

谋取新发展，需要再接再
厉。今年4月，溪上村又流转了
300亩桃园。“桃园地处海拔280
米的山坡上，其中有260亩是种
了7年的水蜜桃。”徐贞满相告，
今年的水蜜桃，估计在7月中旬
可以采摘上市，约有 2.5万公斤
的产量，将是一笔不错的收入。
种好桃子的同时，村集体计划再
种40亩高山蔬菜。

“有桃子，就有客人。”今年
5月，市农林科学院在招贤镇开
展“贯彻二十大精神·科技强农
促共富”活动，给溪上村送来
9000株辣椒苗。于是，在市农
林科学院的技术支撑下，溪上村
种了2亩多辣椒。

“利用高山小气候，发展特
色农业，村集体收入逐年增多。”
徐贞满说，今年村集体经营性收
入已经完成 35万元，到年底将
突破 50万元。下一步，溪上村
还要积极发挥生态优势（村庄古
树多、风景好），引进乡贤参与产
业打造，迈上可观、可游、可采摘
的休闲农业道路，进一步壮大村
集体经济。

龙游创新“点单”式服务

社阳乡将种茶培训课送进茶园

西瓜悬空生长
近日，在柯城区万田乡坞石村浙江衢州凯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杰农业）的西瓜大棚里，农户正给每个西瓜套上网袋。凯杰农业

今年开始种植50亩西瓜，通过数字化管理等新技术，使西瓜悬空生长，保证日照均匀，种出的西瓜价格高于市场平均水平，预计亩产达5000公斤、
销售额约150万元，同时带动周边农户就业。 记者 江峰 报道组 郑晨 摄

种植紫薇花、桃子、辣椒

溪上村多元化发展村级产业

华民村村庄整治

“整”出和美乡村

本周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
农户应抓紧病虫害防治

本报讯（记者 傅剑青 文/
摄）聚力乡村振兴，共话榆林实
践。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三农”
媒体人的初心使命，讲好新时代
乡村振兴故事。昨日，由中华全
国农民报协会主办，陕西农村报
社、榆林市委宣传部承办的全国
农民报社长总编主题调研采访
活动在陕西省榆林市启动。

问道乡村振兴，我们向榆林
学什么？记者了解到，此次调研
活动以“乡村振兴的榆林实践”
为主题，来自农民日报、南方农
村报、衢州农家报等全国25家涉
农媒体的社长总编、骨干记者们
将走进乡村、下地头、访农户，全
面了解榆林市建设陕西现代农
业先行区和乡村振兴示范区、创
建全国知名优质特色农产品生
产基地（以下简称“两区一基
地”）的发展成就，深挖在乡村建
设、产业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等方面的新模式、新做法、新路
径，用手中的笔和镜头对榆林市
的乡村振兴工作进行全方位、多
角度的宣传展示，为促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据介绍，榆林市是农业大
市、“陕西新粮仓”，农业资源优
势突出，是全国非牧区养羊第一
大市、全国山羊绒产量第一大
市，其现代农业发展、农村产权
制度改革、林业碳汇、乡村建设
等多项工作走在了全省乃至全
国前列。近年来，该市紧紧围绕
陕西“两区一基地”目标，大力发
展“4+X”主导特色产业，目前已
形成以马铃薯、山地苹果、大漠
蔬菜、羊为主导，小杂粮、中药
材、肉牛等产业为重点的“4+X”
现代农业体系。

启动仪式现场，农民日报社
党委书记、社长、中华全国农民
报协会会长何兰生向调研采访
团授旗。他在致辞中强调，今年

既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也是建设农业强国
的起步之年，在全党深入开展主
题教育、大兴调查研究之际，组
织开展此次采访调研活动，充分
展现了“三农”媒体人的高度政
治站位和强烈责任担当，对于讲
好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同时，现场还举
行了陕西农村报面向小读者普
及农耕文明文化的“小农课堂”
融媒体项目上线仪式。

另悉，6月 25日晚，中华全
国农民报协会还组织举行了陕
西农村报社创刊 70周年暨涉农
媒体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座
谈会，来自全国各地涉农媒体的
社长总编和记者编辑为陕西农
村报送上祝福，共话媒体转型发
展，赋能乡村振兴，就乡村振兴
大背景下如何做好媒体融合、讲
好乡村故事、促进三农发展等话
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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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调研采访活动授旗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