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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阳播撒，春意渐浓。在甘肃省陇南

市成县，田间绿油油的小麦已生长至一拃

长，正是病虫害高发期和春管关键期。甘

肃长穹航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杨

阳也迎来了自己的农忙时节。

  作为一名“新麦客”，28岁的杨阳每年

跟随各地小麦生长的步伐行进，从河南到

陕西，从陕西到甘肃，进行小麦春管。不过

他手中的农具已换成了无人机。只见他站

在 地 头 ，缓 缓 向 内 推 动 摇 杆 ，“ 嗡”的 一

声，螺旋桨飞速转动，无人机拔地而起，向

前俯冲，将雾状药液均匀洒落。

  “效率大幅提升。”杨阳说，以山地小

麦的植保管护为例，人工1人1天最多管护

10余亩地，而1台无人机1天能管护30 0亩

至500亩地，今年他已管护3万多亩地。

  成县位于甘肃东南部的徽成盆地，是

秦 岭 山 脉 西 延 部 分 的 断 陷 盆 地 ，山 地 环

绕，不少乡镇位于山区，土地零散、留守劳

动力少、机械化作业难度大等问题制约农

业发展。“无人机植保等新技术的投入，有

效解决了这些难题。”成县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主任梁文轩说。

  谈及变化，成县陈院镇玉泉村党支部

书记郭辉感触颇深：“过去春管用水难，人

力背，架子车拉，现在无人机能搬运还能

喷洒，省时省事又省力。”

  不仅是春耕，村里的万寿菊育苗基地

近年来夏季管护也用上了新设备，实时监

测温度、湿度，一不达标手机就会发出警

告，实现田间管理智慧化。

  “万寿菊背后还大有文章。”郭辉说，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引进甘肃暖山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万寿菊种植获得了企业稳定

订单保障。企业以万寿菊为原料生产叶黄

素浸膏，产品附加值高。

  甘肃暖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 亮 说 ，叶 黄 素 有 优 质 着 色 和 抗 氧 化 功

能，在食品、饲料、保健品、化妆品中广泛

使用，正常情况每年收购鲜花能达1万多

吨，带动当地村民近8000人增收，“目前企

业已成功掌握叶黄素晶体生产工艺，会进

一步提升附加值”。

  科技持续赋能成县山地特色农业发

展。甘肃陇小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围绕核

桃 产 业 延 链 补 链 ，建 成 核 桃 油 加 工 生 产

线，打造有机绿色种植基地。“核桃油受母

婴行业欢迎。”企业副总经理李林萍说，过

去农民卖核桃每亩年产值1000元左右，如

今卖核桃油每亩年产值4000元左右，剩余

粕渣还能加工成核桃粉乃至蛋白粉。

  陇南利和萃取科技有限公司则运用

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萃取花椒等农

产品精华，开发调味产品100余种。企业车

间主任丁磊说，花椒经过萃取能实现对麻

度、香度分级量化，可保障食品企业产品

风味一致性。

  “成县农业增效得益于科技赋能，尤

其是因地制宜为全产业链赋能。”成县农

业农村局党组成员李革委说，近年来新技

术、新工具、新农人为当地核桃、花椒、万

寿菊等农业产业的现代化提供了新动能，

2 0 2 4 年成县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1 2 . 5 亿

元，增速居陇南市第一，徽成盆地加速崛

起成为陇南特色农业的高地。

（据新华社）

科 技 赋 能 甘 肃 成 县 农 业 增 效

       甘肃陇小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核桃油加工生产车间内，工人查看产品生产状况。  新华社记者 李杰 摄

  近日，走进金塔县古城乡新

丰家苑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

安置点，远远就能看到一栋栋白

墙灰瓦的新房，干净整洁的水泥

路贯穿其间，文化墙上绘制着乡

村振兴的美好愿景，搬进新家的

喜悦还在村民中间蔓延着……

  要说丁海阳最高兴的事情，

莫过于搬进了新房子，过上了美

日子。

  走进村民丁海阳的新家，三

室一厅收拾得井井有条，家具家

电崭新锃亮，暖气、自来水一应俱

全 ，一 家 人 享 受 着 舒 适 惬 意 的

生活。

  “赶上了好政策，住上了宽敞

明亮的新房子，和城里的楼房一

模一样。”住进新房子，丁海阳满

心欢喜。

  “这里新建设了文化广场、停

车场，还配套了活动室。”丁海阳

走出家门，手指向前方介绍道。

  丁 海 阳 一 家 开 启 的“ 新 生

活”，正是金塔县深化“三抓三促”

行动、实施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

搬迁政策的生动写照。

  回忆起新房的建设过程，丁海阳说，为了让我们

早日住上新房，乡村干部每天都来到施工点，监督施

工质量，帮助解决问题。

  据了解，新丰家苑避险搬迁安置点目前已建成农

房87套，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了“安居梦”。

  在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中，金塔县成立村民理

事会，风貌设计、户型选定、工程实施、质量监督等全

程请群众参与，让群众多一份安定、一份保障和一份

幸福，着力打造群众满意工程。

  安居，还得乐业。金塔县分类制定产业扶持政策，

在安置点周边建成现代农业园区25个，联系输转1800

多名群众就业务工，安排490个乡村公益岗托底保障，

带动搬迁群众户均增收2.5万元以上，真正实现在家门

口增收致富。

  村庄建设年代久远，种植养殖产业零星分散、基

础设施配套滞后……面对现状 ，金塔县抢抓政策 机

遇，逐村制定方案，深入宣传发动，20 2 3年、2 0 2 4年两

年共实施搬迁2648户8160人。

  今年，金塔县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实施一批搬迁新

项目，让群众早离“忧居”、早住“优居”，让幸福的暖

流流淌在群众的心中。     （据《甘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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