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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谷幸 通讯员 付文婷 王
容娜 7月15日，西北首个水土保持科
学与工程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在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成立。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宝文，陕西省决策咨
询委员会副主任张光强，中国工程院院
士山仑、胡春宏、冯起，杨凌示范区党
工委书记黄思光，世界水土保持学会主
席宁堆虎出席成立大会。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校长吴普特讲话，校党委常务副书
记邬小撑主持，副校长韦革宏宣读学校

《关于成立水土保持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土保持研究所）的决定》。

会上，张宝文、张光强、吴普特、
黄思光、山仑、胡春宏、冯起、陕西省
水利厅二级巡视员赵辛、中国科学院西
安分院副院长陈怡平共同为“水土保持
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土保持研究所） ”
揭牌。

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水土保持科
研机构，水土保持研究所围绕水土流失
治理和黄土高原植被恢复开展了卓有成
效的科学研究，致力于卓越农林人才培
养，为黄土高原植被恢复、生态环境建
设和区域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用近 70 年的理论探索和试验示范，创
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水土保持科学体
系，提出黄土高原国土整治 28 字方
略，为国家相关政策提供科技支撑，已
成为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的
重要基地。去年，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
治学成为国家一级学科，西农大顺势而

为成立水保学院，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合学校优势科研
力量，加快推进“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
治学”一流学科建设，为西农大服务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国家战略需求提供
重要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持。

中国科学院院士傅伯杰，中国工程
院院士康绍忠，中国科学院院士崔鹏，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锁、康振生、张佳
宝对水保学院成立表示祝贺。荷兰瓦赫
宁根大学、以色列农业部土壤侵蚀研究
站、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旱
区研究站、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农业
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科研单位
和企业发来贺信贺电。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环境研究所、长江水利委员
会长江科学院、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北京林业大学等有关兄弟院校、研究
所、企事业单位，以及学校各学院
（部） 相关单位负责人，近几年退休的
水保所老领导、水保学院全体教职工和
学生代表参加成立大会。

会后还举办了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建
设研讨会，胡春宏院士、冯起院士分别
作了题为《黄河流域水沙过程变化与治
理保护对策》《西北内陆区水资源安全
保障技术集成与应用》的特邀报告。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林业科学院荒漠
化研究所、北京林业大学、西南大学、
内蒙古农业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专家
学者先后作主题报告。

西北首个水保学院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揭牌成立 史高领会见陕西丽彩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郁鹏一行

记者 行波 7 月 17 日，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史高领会见陕西丽彩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郁鹏一行。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农文旅等合
作事宜进行交流洽谈。

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仲山一同会见。

记者 张仕博 何乐 7 月 14 日，
示范区召开 2023 年知识产权工作领导
小组全体会议，管委会副主任、示范区
知识产权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立民出席
会议并讲话。

记者从会上获悉，2022 年，杨凌
知识产权创造运用能力不断提升，共授
权专利 1235 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
335 件 ， 发 明 专 利 授 权 量 同 比 增 长
101.8%；截至 2022 底，全区有效发明
专利 1082 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
量为42.615件，位居全省第二。

会议指出，知识产权工作事关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是考量营商环境的重要
标尺，全区上下要聚焦知识产权强区建
设工作，加速创新工作引导创新主体在
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上下功夫，
形成更多高价值专利，提高发展含

“智”量和含“金”量；要盘活、用好
知识产权资源，畅通供需对接、完善配
套服务，推动相关专利技术向中小企业
转化实施，让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
室”走向“生产线”；要积极建设激励
创新发展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搭

建更加便企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络，
着眼企业难点、堵点把脉问诊，将知识
产权延伸至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
为加快建设中国农业科技现代化改革创
新先行示范区注入力量。

会议传达学习了知识产权工作有关
讲话、批示和会议精神，表彰了 2022
年示范区知识产权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总结了 2022 年度示范区知识产
权工作，安排部署了 2023 年度重点工
作任务。会后，还对“双随机、一公
开”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示范区召开2023年知识产权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

“2023年廉洁文化三秦行”
巡演活动走进杨凌示范区

记者 张仕博 张耀东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
见》、省委《关于推进清廉陕西建设的意见》和示范
区《关于推进清廉杨凌建设的实施方案》工作部署，
7月12日，由陕西省纪委监委、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的“2023年廉洁文化三秦行”巡演活动在杨凌会
展中心三楼演播大厅上演。示范区党工委委员、管委
会副主任董立民，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樊
兆兴，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仲山、马江涛，
以及陕西省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第六督导组成
员雷小燕等出席了观演活动。

本次巡演的话剧节目《路遥》是我省精心打造的
“一戏一剧”廉政文化精品项目，先后荣获中宣部第
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第
五届华语戏剧盛典“建党百年主题创作十佳作品”、
第八届武汉国际戏剧演出季“优秀剧目奖”等奖项。
该剧讲述了一位生性耿直敦厚、热爱生活、痴迷创作
的优秀作家坎坷、真实而又不平凡的一生。刻画和反
映了路遥在生活中的艰难、困顿与烦恼，以及他对创
作的追求、曲折与成功，深入展示了路遥坚韧不拔的
奋斗精神和人格力量。

“看完今天的话剧《路遥》，我的感触很深。在那
样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仍有那么一群人，为了自己
心中的梦想，他们恪守清贫、热爱生活，在自己的事
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在今后
的工作岗位上，我将努力办好每一件关系人民群众的
小事。”杨陵区李台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王杰说。

杨凌示范区医院纪检监察室副主任龚乐说：“剧中
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所谓运气就是你的机遇
遇上了你的努力。作为一名基层纪检干部，我们更应
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一名不辱使命的执纪者，
为建设更加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

杨凌示范区各级党员干部共800余人观看了本次
演出。

记者 万英俊 7月17日，杨凌示
范区召开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推进
会，传达学习国务院第五次全国经济普
查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
重点工作。管委会副主任、示范区第五
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袁
鸿马出席并讲话。

记者从会上获悉，经济普查每5年
进行一次，此次普查从 2023 年元月开
始到2025年6月结束，将首次统筹开展

投入产出调查，普查对象是在示范区行
政区域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
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
经营户。普查主要内容包括普查对象的
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生产
能力、财务状况、生产经营、能源生产
和消费、研发活动、信息化建设和电子
商务交易情况，以及投入结构、产品使
用去向和固定资产投资构成情况等。

会议要求，示范区第五次全国经济

普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提高政治站
位，深刻认识“五经普”的重大意义；
要聚焦工作重点，准确把握“五经普”
目标任务，抓好组织协调，形成工作合
力；要认真做好宣传引导，为“五经
普”顺利实施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会上，杨陵区政府汇报了第五次全
国经济普查工作开展情况。党工委宣传
部、示范区市场监管局和示范区税务局
分别作了表态发言。

示范区全面启动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

记者 梁方方 7 月 13 日，由中
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会同陕西省科
学技术厅、杨凌示范区管委会、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举办的“西北旱区设施
果蔬产业骨干科技特派员专题培训
班”在杨凌开班。中国农村技术开发
中心副主任张松梅，陕西省委科技工
委委员、省科技厅二级巡视员郭杰，
示范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马江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孙马出席开班式并
讲话。

开班式上，由中国农村技术开发

中心、陕西省科学技术厅、杨凌示范
区管委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共同签
署了关于合作共建全国骨干科技特派
员 （杨凌） 培训基地的协议。

该培训基地是继福建南平、辽宁
抚顺之后第三个服务于全国科技特派
员能力提升的培训基地，将发挥杨凌
示范区丰富的农科教资源优势，立足
陕西、辐射西北、服务全国、面向

“一带一路”，为广大科技特派员持续
提供高水平、专业化的能力提升支撑
保障。

来自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150 余名
设施果蔬产业骨干科技特派员参训，
将重点学习科技特派员制度、现代设
施农业的科技发展现状与趋势、设施
果蔬绿色生产技术、设施果蔬包装物
流，以及设施农业经营管理，现场观
摩现代蔬菜工厂、智慧农业园区等。

开班仪式后，张松梅一行还深入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上合农业培训基
地展厅、杨凌耕地保护中心、杨凌种
业创新中心等地，详细了解了上合农
业基地建设、耕地质量提升、农作物
育种及南果北种产业发展等情况。

西北旱区设施果蔬产业骨干科技特派员专题培训班在杨凌开班

7月14日至16日，人民日报新媒体联合陕西广电
融媒体集团起点新闻、陕西市县融媒体开启“新千里
江山图 壮美陕西”大型直播活动。

7 月 16 日 16 时 37 分，直播活动聚焦杨凌，开启
了后稷教民稼穑地、现代农业科技城的“云旅行”。

从四千年前农神后稷的神话传说，到如今，无数
当代后稷把丰收的果实播撒在广袤大地。千百年来，
关于农耕文明传承的故事，在杨凌这片希望的田野上
生生不息。直播一开始，观众跟随主持人的脚步来到
杨凌后稷名人馆，并邀请杨凌民俗文化研究会会长左
文革，一起了解农耕文明与传承，以及杨凌农科专家
爱农、崇农、助农的感人故事。

千年古村落，今朝新范本。紧接着，直播信号镜
头来到了杨陵区五泉镇王上村。王上村位于隋泰陵脚
下，相传村里先民曾是守陵人。如今，老村换新貌，
楼房错落有致，文创田园景色如画，致富产业蓬勃发
展，成为全省美丽宜居示范村、远近闻名的乡村振兴
新范本。在王上村村委会副主任刘艳的带领下，大家
跟随镜头一起了解王上村人居环境、文化建设、产业
发展等情况。

最后，直播镜头来到了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该
园区依托5G技术，集成了现代农业最新科技成果和新

理念、新模式，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
农业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带来了智慧
农业的“芯”体验。主持人邀请园区
讲解员穆媛妹，与网友们一起感受杨
凌现代农业的独特魅力。 （综合报道）

人民日报新媒体直播活动聚焦杨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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