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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初，梨花盛开时节，在洛宁县马店镇关庙村，
果农卫建锋操作着一架植保无人机正在为梨树打药。
远远望去，这架无人机体积庞大，旋翼下的气流推动
农药喷雾均匀散开，精准地喷洒在梨树上，不一会儿
就完成了对 10 亩梨园的农药喷洒，而后稳稳地降落在
停机坪上。

这款“极飞”四旋翼无人机负载可达50公斤，只需在
手机上下载App，定位地块，选定操作区域，后台操作执
行命令等，便可在办公室完成农药喷洒。“一小时能喷药
100亩，效率是人工的10倍以上，每年单是人工成本一
项就能为村里节省约30万元。”说起植保无人机，卫建锋
赞不绝口。

关庙村位于豫西山区，全村以金珠沙梨为主导产业，
种植面积3500余亩，每年需进行10至15次农药喷洒。
山地果园地形复杂，采用人工喷洒农药的方式不仅效率
低、水及农药利用率低，还易出现农药喷洒程度不均匀等
现象。

“植保无人机农药喷洒效率高，具有质量小和可灵活
调整飞行速度、喷洒高度等优势，在地形复杂区域农药喷
洒作业中能起到很大作用，既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又能
提高果品产量。”洛宁县副县长何渝矩表示，为了全面提
高关庙村集体合作社机械化、智能化水平，提升生产效率
和综合产能，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定点帮扶下，中国乡村
发展基金会联合高通公司，以“设备援助+技术培训”的
方式向关庙村集体合作社捐赠1辆无人车、3架无人机，
用于开展高通洛宁金珠沙梨智慧农业项目。

“病虫害防治是个技术活儿，尤其需要掌握‘火候’，
只有把药打在关键节点上，才能实现‘虫口夺食’。”卫
建锋说，“以前喷洒农药的工人不好找，如果又遇上阴天
下雨，地面环境不允许大型农机设备进入，常常一不留神
就误了农时，导致产量下降。如今有了高科技，3 天就
能把全村的梨树喷洒一遍，还能减少大型农机设备对梨
树的损害。”

关庙村许多沙梨种植大户对植保无人机表现出浓厚
兴趣：“操作简单、上手快，我们这些‘老把式’也能用上

‘新农具’了！”下一步，洛宁金珠沙梨智慧农业项目还将
在关庙村成立“植保无人机飞防队”，并培养8名操作员
考取无人机操作员证书。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外派到洛宁支援金珠沙梨事业
的工作人员张少裔说，该基金会还联合爱帛时尚集团向
关庙村捐助资金，用于后续购买农机设备，并以当地产业
为切入点，充分发挥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和当地政府等
相关方的优势，整合社会资源，支持合作社扩大服务面
积、提高服务水平和效率，协助合作社实现“联农带农”目
标，推动合作社与小农户逐步实现机械化生产，促进农业
转型升级，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

（徐正瑛）

洛宁县关庙村：

植保无人机
果农“新农具”

3月27日，“2023年洛宁县金珠沙梨梨花节暨洛
宁县特色农产品展销会”在马店镇关庙村如期开幕，
金珠沙梨园万树花开的美景格外醉人。游客们或换
上古风古韵的装束，变身“梨花仙子”，徜徉在花海间
拍照“打卡”；或流连在充满烟火气的“春日集市”，挑
选、品尝当地特色文创产品和农副产品。

洛宁县围绕优势主导产业，植入乡村运营理念，
先后引进和培育木美土里、众森、景森等龙头企业，因
地制宜将文化、旅游、田园相融合，建设金果小镇、锦
绣渡洋乡村振兴示范区等一批农文旅融合项目，引领
全县特色主导产业快速发展。目前，该县共有绿色食
品认证企业40家、证书75张，绿色食品基地面积4万
余亩、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苹果）标准化生产基地
10.22万亩，有机食品认证企业2家，入选河南省农业
品牌19个。

同时，该县持续强化农业品牌创建，积极举办“上
戈苹果文化节”等特色节会，参加博览会、推介会，展
示推介洛宁特色农副产品。大力培育打造“洛水山
肴”区域公用品牌，提炼出上戈苹果、金珠沙梨、洛宁
酸牛肉、罗岭核桃、洛宁蒸肉、塬上硒薯等作为主导产
品，并借助网络平台，采取线上直播、视频互动等形
式，不断加大农副产品的宣传推广力度，带动当地特
色农产品销售，持续提升洛宁文旅产业品牌。

杨慧怡 徐正瑛/文 李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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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特色农业用特色农业““活水活水””
浇灌乡村振兴沃土浇灌乡村振兴沃土

春和景明，万物昭苏。行走在洛宁县山岭之间，
心情分外舒畅。涧口乡砚凹村的千亩桃花迎风绽
放、嫣然含笑，桃花岭现代农业产业园里，一场优质
资源推介活动将当地美景、好物悉数展现；马店镇关
庙村的金珠沙梨梨花节如约开启，沙梨膏、沙梨醋等
产品及以“金子”为形象代表的文创产品，颇受游客
喜爱。绽放在春天里的“花经济”，推动农业特色产
业蓬勃发展，开拓了富农增收新路子。

近年来，洛宁县认真落实市委乡村振兴“151”
工作举措，坚持富民导向，实施“特”“优”战略，狠抓
结构调整，强化政策扶持，靠前植入乡村运营理念，
积极培育苹果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发展金珠沙梨、畜
牧养殖、中药材等特色产业，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持续激发农业特色产业活力，助力乡村振兴。

成功创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区（苹果）、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三品一标”证书
数量和认证面积均位居省、市第一，“上戈苹果”和

“马店金珠沙梨”分别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地理标
志农产品”……这些荣誉，无不彰显着对洛宁县农业
特色产业发展的肯定。

洛宁县围绕“一县一业、一乡一特、一村一品”，
持续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先后研究出台

《洛宁县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行动方案》《洛宁县
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等文件，推动
全县农业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该县全力推动农业
增量提质，全县苹果种植面积 28.5 万亩，金珠沙梨
种植面积4万亩，中药材种植面积7万亩；发展烟叶
种植面积 9.16 万亩，培育形成兴华镇、罗岭乡等万
亩烟叶乡镇5个。

该县成功申报洛宁县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规
划苹果种植面积10万亩，重点建设苹果基地、仓储
物流加工、科技研发、综合服务提升等四大工程。投
资4800万元建设苗木繁育中心和组培中心，与河北
农大等高校植保、育种科研团队建立合作研究关系，
开展以苹果为主的水果新品种研究、试验、推广，引
领洛宁苹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我家的10亩老果树有30年以上的树龄了，
由于果树密集、品种不太好等问题，产量一直不太
高。”近日，上戈镇庙洼村果农冯小涛介绍着他家
的果园。2020年，在县里专业人士指导及政策资
金扶持下，他砍掉多余果树，嫁接新的红富士果树
品种，并试着在地里使用牛粪、羊粪等有机肥。“如
今，果园的产量和收益都提高了。”冯小涛说。

该县围绕“非农化”“非粮化”政策导向，坚
持向单产要效益，不断加大老果园品种改良力
度，每年改造低效果园1万亩。明确产业奖补标
准，每年整合涉农资金 1 亿元以上用于支持苹
果、金珠沙梨、牛羊、中药材等产业发展。对连
片 100 亩以上的低产苹果园和老果园进行改造
的，每亩补贴 2000 元。新发展苹果、金珠沙梨
种植的分别按每亩1500元、1000元的标准给予
扶持。种植中药材面积 100 亩以上、育苗面积
50 亩以上的带贫经营主体，分别给予每亩 300
元、500元的一次性奖补。

在畜牧产业方面，该县分别出台肉牛奶牛、
肉羊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对脱贫户和三类监测
对象购买基础母牛的每头补贴 5000 元、最高 1
万元；对新购置饲用机具的按发票价格给予相
应补贴，以实实在在的政策激励个人和经营主
体扩大饲养规模。

狠抓结构调整
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强化政策扶持
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

坚持运营思维
奏响农旅融合协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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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宁县实施“特”“优”战略，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