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语：卯兔追冬去，辰龙报春来。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杨凌融媒体中

心启动“新春走基层”大型全媒体报道，组织编辑记者深入田间地头、

乡村社区、企业工厂等基层一线，记录新春里的欢喜、期盼、坚守、奉

献，讲述温暖感人的春节故事、基层故事、群众故事、杨凌故事。敬请

关注。

搅拌育苗基质、铺盘、打孔、
下籽、盖种……一个又一个完整的
育秧盘就此“诞生”，静待发芽。
完成这套程序的工人们，又赶赴下
一个棚开启了相同的操作。

“育苗这工作，干了好几年
了，老板看我们干得好，次次都
叫我们来。”在工人们的七言八语
中 ，“ 老 板 ” 背 着 打 药 桶 现 身
了。“最近天气回暖，正是育苗
的好时候，天天忙得就差住在棚
里了。我也不是什么老板，就是
满身沾泥的育苗人。”话一说完，

“老板”潇洒离去，干起了手上的
活计。

这位自谦满身沾泥，但又是
工人口中“老板”的育苗户，是
杨凌秦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
责人李建辉。从抛弃“白领”身
份到回乡育苗；从建立泰圣果蔬
专业合作社到成立公司，李建辉
用11年的时间，把育苗这项事业
做得风生水起。

“育苗这条路上的经验，全是
摸索出来的，干农业就是这样，
历经‘春秋’才会结硕果。现在
育苗已初具规模，8个棚里育出了
500 多万株苗，也有了一批老顾
客，一年下来也能赚个50万元。”
回忆着过往种种，李建辉庆幸自
己坚持了下来。

去年，在一个大棚里，李建
辉引进了移动式育苗床。让一盘
盘绿油油的果蔬苗整齐排列在距
离地面七八十厘米的育苗床上。

“高床育苗与在耕地上育苗相比，

减少了土壤
中病虫害对
幼 苗 的 影
响，而且通
风力强，能
够提高幼苗
的 成 活
率。”李建
辉端着苗盘
说道，“后
续‘订单育
苗’要是累
积的更多，
将会慢慢在
棚内增加移
动式育苗床，提高育苗效率。”

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李建辉
的育苗故事还在续写，他将继续
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新活力”。
与之距离不远的位于杨陵大寨街
道农园四路王金堂的育苗大棚
里，也正上演着“冬闲人不闲，
果蔬育苗忙”的喜人场景。

走 进 棚 内 ， 工 人 们 三 人 一
组，形成了一道嫁接西瓜苗的流
水线，速度快、嫁接稳。放眼望
去，满棚幼苗青翠挺立，焕发出
盎然生机。“冬天是育苗人最忙的
时候，好多‘订单’都上门了。
最近棚内请了 7 位工人，加紧育
苗，确保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
果蔬苗。”王金堂跑前跑后归置着
苗盘，一刻也不停歇。

33 岁的王金堂，是在哥哥王
金玉的耳濡目染下，涉足农业。

“一年要育500万株苗，最忙时人

手不够，父母都上阵，我想我也
能出一份力，与哥哥一起共同做
好育苗工作。”如今，8座大棚的
果蔬苗，畅销杨凌周边县区，王
金堂喜不胜收。

说话间，工人将几十盘西瓜
苗就已嫁接好。杨翠花干得热火
朝天，笑眯眯的脸上满是成就
感。“我们现在是手上有技术，口
袋圆鼓鼓，大家一起聊着天干
活，天天都很开心。”杨翠花说。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一排排
育苗大棚，就像一块块绿色绸缎
撒落在农科大地之中。依托着杨
凌独特的科研优势，种植户们采
用集约化育苗技术，并通过“订
单育苗”方式，形成了集育苗、
定植、销售一条龙产业链条，为
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添力赋
能，同时也“苗”绘着属于自己
的美好生活。

订单育苗产业旺 大棚绘就好“钱”景
记者 谷幸 李煜强

杨凌职院“羊医生”送来产业“定心丸”
记者 吴凡 张仕博

1月18日，走进杨陵区揉谷镇田东村的
双拱双膜温室大棚，关不住的绿意瞬间在眼
前铺开。层层叠叠的绿叶下，翠绿的西红柿
像一串串珍珠从藤蔓上垂下来，煞是喜人。

“最近这两天连续阴雨，我们主要做一
些疏果工作。二月中旬，果子预计可以大量
上市。”杨凌雨露节水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技
术负责人苏路哈说。

田东村土地肥沃。2018年底，田东村启
动火龙果种植项目，但由于人才匮乏、管理
不善、销路不畅等原因，连续两年亏损，发
展也陷入瓶颈。

“以前我们村集资建了 6 个大棚种火龙
果，但是由于技术不成熟，也没有打开市
场，基本没挣到钱。”揉谷镇田东村党支部
书记赵大伟表示。

缺乏支柱产业，就无法形成产业链条和
产业集群。为了拓宽村集体经济和农民增收
致富渠道，田东村开始改变“单打独斗”的
思路，引进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推动资源
要素有机聚合，寻求发展新突破。

赵大伟告诉记者，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
中，田东村积极引入了“杨陵区农业投资公
司+雨露公司＋田东村农业产业联合体”的
发展模式。“国有企业能帮助我们申请资
金、策划项目，私企能帮我们解决技术和销
售困难，这个模式能帮助我们解决资金和市
场两大难题。”

品种引进来了，大棚用起来了，资源也
“活”起来了，技术与销路的难题怎么解
决？新模式的运用为田东村送来了新希望。

据了解，杨凌雨露节水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主要负责种植和销售两大板块。其中，技
术方面从育苗、定植、水肥管理、补光以及
工人技术培育等实行“一条龙”服务，销售
方面则通过大型商超、抖音与微信小程序、
社区团购三个渠道进行。如今村内的新产业
既带动了经济发展，高峰期还可为20余人提
供就业岗位。

汗水浇灌，产业花开。在新模式的支撑
下，田东村今年的村集体经济实现了质的变
化。“今年村集体经济预估收入 30 多万元，
但是因为我们只占股39%，所以经营性收入
折算下来有13万元左右。”赵大伟表示，村
集体将坚持地租优先，地租保底，优先保证
村民地租。

田东村只是杨陵区狠抓乡村振兴、产业
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杨陵区深入推进校企协同“五
联一抓”，探索建立了“1+2+N”工作制度
体系，借助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
务、资产参股等多种途径，不断丰富“村集
体+工商资本+农户”混合所有制发展模式，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呈现出新进展、新变化、
新成效。

目前，已分别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国家试点和整省试点验收，获评全国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典型经验交流县区。
据了解，2023年杨陵区实现全年经营性收入
超过500万元的村1个，超过200万元的村2
个，超过50万元的村15个，10万元以下的
村全部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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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4 日，杨陵区杨陵街道
崔东沟村的西农萨能奶山羊收到
了 一 份 不 同 寻 常 的 “ 新 年 礼
物”，来自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的
党员教师深入羊圈，为孕羊和羊
羔做 B 超、采血等检查，送上产
业发展“定心丸”。

“从检查结果来看的话，这
羊怀了两个羊羔，你看，这

是两胎的症状……”在
羊 圈 B 超 孕 检 现 场 ，

进 行 讲 解 的 是 杨 凌
职业技术学院动

物养殖党支
部的田万强
教授，在他
的指导协助
下，不一会
儿功夫，团
队就顺利完
成了受孕羊
与未孕羊的
筛查区分。

2023 年
12 月 ， 借
助杨凌示范
区“五联一

抓”工作机制，崔东沟村从渭南
市富平县引进 90 余只西农萨能
奶山羊。但引进容易管理难，刚
出生的小羊羔如何保暖？假孕羊
与真怀孕的羊怎样区分？羊圈出
现疫病又怎么提前防控？一系列
难题困扰着崔东沟村的干部们，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在此刻伸出了
科技帮扶之手。

“我们今天联合了三个党支
部，包括我们动医、宠物和畜
牧三个党支部的 9 名党员教师，
通过血液采集，检测羊只怀孕

情况和健康情况。”杨凌职业技
术学院动物医学党支部副书记
郭亚洲说。

在各团队的协同分工、紧密
配合下，当天，杨凌职业技术学
院的教师们还顺利完成了羊群鼻
腔拭子样品采集和体表健康筛查
等工作，并现场为养殖人员科普
了羊群营养管理和新生羔羊护理
知识。“通过这个活动，我们主
要是在党建的引领下落实‘五联
一抓’工作机制，同时号召年轻
党员教师深入一线，助力畜牧业
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
的科技支撑。”郭亚洲说。

科技养羊效果到底如何？对
崔东沟村来说，就是要有看得见
的经济效益，摸得着的发展红
利。自引进西农萨能奶山羊起，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就通过提供设
备、现场培训等方式，对崔东沟
村养羊产业给予了有力支持。

崔东沟村党支部书记任珍情表
示，新年孕育新希望，借助杨凌职
业技术学院的科技支撑与人才帮
扶，村集体经济将发展得越来越
好，村民的日子也将越过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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