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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为提
高粮食产量、保障粮食质量，采
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2022
年实现粮食播种面积 43.4 万
亩，粮食产量 18.9万吨，为南溪
区拓展农业生产空间、提高农业
综合生产力提供了坚实基础。
“我这块地通过整治后现在

全部种满了粮食，而且政府还给
了补贴，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
想。”家住裴石镇新建村的王奶
奶说，自己这块地以前是撂荒
地，根本没有利用起来，现在有
了政府的支持，让这块地发挥了
最大价值。据悉，南溪区围绕粮
食种植目标任务，将任务分解到
村、社和农户，开展撂荒耕地整
治和耕地流出整改，按照宜旱则
旱、宜水则水的原则，在整治后
的撂荒地和流入耕地种植粮食，
对撂荒地整治并种植粮食作物
的村民按 500元 /亩给予补助。
建立“大春粮食面积、大豆带状
复合种植、撂荒地整治、‘非粮
化’耕地腾退、定制粮基地建设”
五个到户台账，确保粮油生产数
据能调度、能监测。

除此之外，记者还了解到，
为提高抗灾能力，南溪区以田
网、渠网、路网“三网配套”为重
点，建成 35.63 万亩高标准农
田，有序推进耕地集中连片、旱
涝保收，同时，采取打田翻耕、绞
田口、敷田边等保墒蓄水措施，
大力开展迁飞性、流行性重大病
虫害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确保
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1.8%以
下。“我们还大力推广地膜、遮阳
网、秸秆覆盖等保护性抗旱措

施，充分发挥 9名乡村植保员的
技术作用，利用病虫监测点、虫
情测报灯等，坚决将病虫危害损
失控制在 4%以下。”农业部门相
关负责人说道。
不仅在强农惠农方面下足

了功夫，在新技术开发和对外
合作上，南溪区也可谓是铆足
了干劲，与四川农业大学、宜宾
市农科院等科研院校合作，甄
选“川南旱地油菜—高粱宽窄
行套作高效栽培技术”等 7 项

新技术作为年度主推技术，主
推技术到位率 100%。采购“宜
香 4245”“冈优 188”等高产稻
谷新品种种子 5.5吨、大豆种子
60吨，推广“中稻—再生稻”、玉
米套作大豆等新种植模式，提
升良种覆盖率，实现 2022 年全
区核定粮食产量 18.9万吨。此
外，统筹利用育秧中心，开展工
厂化育秧供秧服务，探索整村
开展水稻、高粱、油菜、玉米等
粮油作物的耕种防收作业大托

管服务，组织农机人员下沉一
线进村入户，全覆盖包村开展
技术服务，通过技术措施实现
大面积增产增效。
“今年，南溪区计划粮食种

植面积 43.4 万亩、总产量 20万
吨，其中大豆种植面积 5.6 万
亩、净扩种 0.35万亩，推广大豆
复合种植技术 3.2 万亩；水稻
24.2万亩，总产 13.65万吨。”南
溪区农业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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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市旌阳区：
抢鲜上市 100亩“果冻橙”开摘

宜宾市筠连县：
竹笋丰产 农民增收

眼下正值爱媛“果冻橙”成熟
季节。10月 16日，记者走进四川德
阳市旌阳区新中镇白河村快乐农
夫果园，果园里“橙”意十足，果香
四溢。

在翠绿枝叶掩映间，一个个圆
润饱满的“果冻橙”惹人喜爱。果农们
穿梭在果树间，兴高采烈地忙碌着。
“整个园区种植柑橘 340 多

亩，其中爱媛 100多亩，耙耙柑 200
多亩。今年因为管理比较好，爱媛
产量在 37万斤左右，耙耙柑也有
39万斤，现在已经接到了 25万斤
左右的订单，这批订单主要发往上
海，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来看，今

年产值比较可观。”柑橘种植户向
遵明说。

向遵明告诉记者，采摘季高峰
期每天有 80多人做工，平日长期
工也有 20人左右，随着种植规模
的不断扩大，将带动更多当地村民
实现就近就业，帮助乡亲们持续增
收，让柑橘成为村民致富的“金果
果”。
“我在这里工作八年了，每年

有万把块钱的收入，对于家里的生
活开销足够了。”村民李业本说。

据悉，果园将在 10月 21日正
式开园，有需要的朋友届时可前往
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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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在四川省宜宾市筠连
县各处的竹林里，随处可见笋农们
在竹林里忙碌地采收竹笋的身影。

蒿坝镇龙坪村是筠连方竹笋
的主要产区，全村竹林面积约
25000 亩，产值约 4000 万元，农户
最高收入可达 20万元，最低可达
5000元。
“今年方竹笋的价格在 6块多

一斤，平均每亩有 5000 元左右的
收益，我有 40 多亩竹林，算下来，
今年的笋子采完有 20多万元的收
入。”龙坪村竹农胡启刚忙碌但开
心着。

在联合苗族乡，近段时间，每
到下午 5点，种植竹子的村民们就
会陆续来到刚修建的农副产品加
工厂卖鲜竹笋。

据联合苗族乡农副产品加工
厂负责人张梅介绍，今年笋子行情
比较好，价格比往年相对贵了两、
三元一斤，加工厂每天在联合苗族
乡可以收购一万多斤竹笋。

联合苗族乡现有竹产业面积

1.5万亩，包括楠竹、雷竹和方竹
等，产值能达到 3000万元。未来将
持续以壮大一产、深耕二产、助推
三产为目标，积极推行“竹农 + 集
体公司 + 企业”的经营模式，带动
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据了解，筠连县有方竹面积
6.8万亩，年产笋 8000 吨，产值 1.5
亿元以上，全县竹林面积 17万亩，
一产产值 3.8亿元以上，综合产值
可达 12亿元。近年来，为了提高竹
农收入，筠连县通过竹林规模化经
营项目及发展林下立体林业等方
式，指导竹产业发展，取得了良好
效果。
“最近几年，我们筠连大力发

展竹产业，通过竹林密度调整、间
伐、施肥等丰产措施，促进竹林发
展，让每亩单产更高，让农民得到
更多效益。另外，在原有杉木林下
发展立体林业，在林下发展方竹和
其他竹种，搞立体经营模式，提高
农民收入。”筠连县林竹中心林业
工程师杨贽承说。

□杨理叶鼎铭本报记者黄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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