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9日，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以下简称西农）与陕西省杨凌示范区
和陕西省咸阳市长武县联合主办的

“第五届全国瑞雪瑞阳苹果新品种观摩
鉴评及发展前景交流会”传出消息，
陕西国审苹果新品种——“三瑞”（瑞
阳、瑞雪、瑞香红） 目前在全国推广
面积突破40万亩。

在陕西白水县果农中流传着一句
话，“苹果种三瑞，效益翻两倍”，“三
瑞”就是指瑞阳、瑞雪、瑞香红系列
晚熟苹果品种，其名字富有“瑞雪兆
丰年、瑞阳送吉祥、瑞香红福瑞中
华”之意。瑞雪果皮为黄绿色，果面
光洁、果肉细脆、酸甜适口、耐储性
高；瑞阳色泽艳丽、口感好；瑞香红
香气浓郁、口感酸甜、品质优、商品
率高。

这三个苹果品种都是由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赵政阳教授团队探索研发，
且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苹果
新品种。从1997年起，赵政阳带领团
队开始苹果新品种选育、引进及优质
果品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工
作，先后选育出“瑞阳”“瑞雪”“瑞
香红”等8个苹果新品种，引进推广新
品种10余个。2019年，由赵政阳团队
培育的两个优质晚熟苹果新品种“瑞
阳”和“瑞雪”正式通过国家审定，
成为陕西省首次通过国审并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苹果品种。2022年，“瑞香
红”通过国家审定。

据杨凌西农瑞阳瑞雪瑞香红苹果
发展联合会统计，“三瑞”苹果目前已
在甘肃、陕西、山西、山东、新疆等
省区规模发展，全国苹果主产地都已
进行引种种植，种植面积突破 40 万
亩，果品市场价格显著高于当地传统

主打品种。脱贫致富、乡村振兴成效
显著，仅联合会会员单位种植业就为
农民提供了大量从业岗位，农民获得
收入 1.915 亿元，果品销售收入 3.215
亿元，截至2022年底，发展瑞雪瑞阳
瑞香红苹果，增加效益5.13亿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果树学博士生
导师、陕西省苹果产业体系首席专家
赵政阳教授表示，我国苹果生产正从
低端扩张规模化向高效能转变，近几
年种植面积已经由 1.9 亿亩调整到 1.5
亿亩，短期内还会出现面积和产量的
萎缩。今后苹果生产必须抓“三好”
（好看、好吃、好管），促“三品”（品
种、品质、品牌），推动“五新”（新
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机制、新
农人） 战略，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高
质量发展。

（据《科技日报》）

杨凌专家培育的国审苹果新品种“三瑞”全国推广面积突破40万亩

杨凌职院“宏志助航计划”
专 场 招 聘 会 举 行

记者 刘晓 10月20日，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宏
志助航计划”专场招聘会暨2024届毕业生秋季综合类
双选会在南校区体育场举行。

记者了解到，本次双选会共邀请来自陕西、北
京、上海、山东、广东等全国 27 个省 （市、区） 326
家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2万余个。中国水利水电第
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
司、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等“世界500强”“中国500
强”“行业500强”优质企业位列其中。

为进一步便利用人单位招聘宣讲和学生求职，学
校在双选会现场设立了简历门诊、面试指导、湖北天
门市人社局、西安市人社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
重点单位用人展区、杨凌示范区人社局、杨陵区人社
局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展区等7个特色展位，帮助2024
届毕业生更快就业，更好择业。

“当前大学生就业压力比较大，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作为国家级高水平高职院校，始终以聚焦提升就业质
量，扩大就业市场为目标，不断加强访企拓岗，不断
加强校企合作，不断优化就业指导，始终提升学生、
企业和学生家长的三方满意度。”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副
校长蒋平江表示。

据统计，本次双选会参会企业320多家，发布职位
2 万多个，参会毕业生 6000 多人，投递简历 16200 余
份，企业登记意向11000人次。

实收单产321.61公斤，由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大豆育种团队选育

陕 西 广 播 电 视 台 记 者 李 宏
杰 杨凌融媒体中心记者 余瞳 10
月14日，由陕西省豆类产业技术体系
组织的“大豆新品种秦豆2018实收测
产现场会”在大荔县召开，经专家组现
场实收测定，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
在大荔县种植的“秦豆2018”大豆新品
种每亩单产达到321.61公斤，创造陕西
夏播大豆单产新记录。

专家组按照《全国油料高产创建测
产验收办法（试行）》中的“大豆测产
办法”，对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的

“秦豆2018”高产示范田进行现场实收
测产。该示范田位于渭南市大荔县朝邑
镇伯士村，种植面积10亩，测产专家
组选取其中的1.2亩进行实收测产。经
测定，扣除杂质，折合成 13%标准水
分，最终实收亩产达到321.61公斤，创
造了陕西夏播大豆单产新纪录。

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小麦豆类

研究室副主任、助理
研究员赵兴忠介绍，

“秦豆2018”由陕西省
杂交油菜研究中心大
豆 育 种 团 队 选 育 ，
2019 年通过陕西省农
作物品种审定，2021
年通过山西省农作物
品种审定，2022 年取
得植物新品种权，是
我省在外省审定的第
一个夏播大豆品种，
该品种适应性广，抗倒、抗病、耐热性
强，丰产稳产性好，适宜机械化收获，
2022、2023年连续两年入选陕西省主导
大豆品种。

据了解，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
心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在我省率先开
展大豆品种选育研究，并于1990年育
成首个大豆品种——秦豆 5 号，截至

2022 年底，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
共育成秦豆 8 号、秦豆十号、秦豆
2018等大豆品种11个，还有一批大豆
新品系正在参加各级各类大豆区试。4
个大豆新品种生产经营权成功转让，
秦豆系列品种累计推广面积1000多万
亩，为我省及周边地区的大豆生产作
出了重要贡献。

“秦豆2018”大豆新品种创陕西夏播大豆单产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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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央财政将在今
年四季度增发 2023 年国债 10000 亿
元，增发的国债全部通过转移支付
方式安排给地方，集中力量支持灾
后恢复重建和弥补防灾减灾救灾短
板，整体提升我国抵御自然灾害的
能力。

10 月 24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国
务院增发国债和 2023 年中央预算调
整方案的决议，明确了上述安排。

今 年 以 来 ， 我 国 多 地 遭 遇 暴
雨、洪涝、台风等灾害，地方灾后
恢复重建任务较重；近年来，各类
极端自然灾害多发频发，对我国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8 月 17
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洪救
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提出“加
快恢复重建”“进一步提升我国防灾
减灾救灾能力”。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会议精神，以强有力的资金保
障有关工作落实，中央财政将在今年
四季度增发 2023 年国债 10000 亿元，
作为特别国债管理。全国财政赤字将
由38800亿元增加到 48800 亿元，预
计赤字率由3%提高到3.8%左右。

此次增发的国债全部通过转移
支付方式安排给地方，今年拟安排
使用 5000 亿元，结转明年使用 5000
亿元。据财政部介绍，资金将重点
用于八大方面：灾后恢复重建、重
点防洪治理工程、自然灾害应急能
力提升工程、其他重点防洪工程、
灌区建设改造和重点水土流失治理
工程、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行
动、重点自然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
设工程、东北地区和京津冀受灾地
区等高标准农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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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正在省
以下各级机关及其直属单位和其他
基层党组织开展。扎实开展调查研
究是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主
题教育的一个鲜明特色。调查研究要
念好“深、实、细、准、效”五字
诀，多到群众意见集中的地方去，查
堵点、破难题，摸清社情民意、解决
实际问题。

群众意见集中的地方，往往是困
难较多、问题不少的地方。多到群众
意见集中的地方调研，有利于摸清情
况、少走弯路，更容易赢得信任、展
开工作。第二批主题教育层级下移，
参加单位同群众的联系更直接，面对
的矛盾问题更复杂，群众期待解决的
问题更具体，更需要重视倾听群众意
见，注重解决实际问题，让人民群众
看到，主题教育不是“空对空”，各
级党员干部将把理论学习、调查研

究、检视整改同呼应群众需求、推动
解决问题结合起来，实打实地做到

“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到群众意见集中的地方调研，要

坚持问题导向。要解决实际问题，必
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推开
门、迈开腿，找到群众反映强烈、长
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关注平时工作中
最担心、最怕出事的问题；查找“块
块管不了条条管不到”的问题；形成
全面、正确的问题清单。把第二批主
题教育当做第一批主题教育的“接力
赛”，把找到的问题“滚动销号”，将
想到的办法建立长效机制，对未啃掉
的“硬骨头”持续“靶向治疗”，坚
持一抓到底、不解决不罢休。只有瞄
准真问题，下足真功夫，才能在调研
过程中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
在解决难题中不断推动事业发展。

到群众意见集中的地方调研，要
注重解决实际困难。提高解决实际问

题能力是应对复杂形势的迫切需要，
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必需技能。要保持经济
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就要不断匡正
干的方向，凝聚干的动力，一级一级
把政策红利落下去，一个一个把实际
问题解决掉，把主题教育成果体现到
落实扩大市场需求、大力推动现代化
产业体系建设、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全面振兴乡村等工作上，在以学促干
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主题教育的效果，最终要看群众
满意度。尊重、重视群众意见，用好

“四下基层”“接诉即办”“民呼我
为”等制度机制，把群众“芝麻绿
豆”的小事杂事作为自己“身体力
行”的大事要事，从思想深处解决

“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
靠什么树政绩”问题，不断推动主题
教育走深走实。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多到群众意见集中的地方调研
新华社记者 丁静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