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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市民朋友们：
婚礼是人生中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美好时刻，是新人们留住那
份心动的最好见证。为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营造一个简朴、
文明的婚庆气氛，摒弃婚礼陋
习、弘扬文明新风，引导新人树
立正确的婚礼观念和价值观念，
特向广大市民发出如下倡议：

一、倡导婚恋自由，拒绝天
价彩礼。和谐美满的婚姻是个人
的精神港湾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组
成部分。将婚姻货币化、感情物
质化，定会给婚后生活埋下重重
隐患。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在选
择配偶时，要重人品，轻彩礼，
大力倡导低彩礼或者零彩礼，勇
于对天价彩礼说不。

二、倡导勤俭节约，反对铺
张浪费。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推行文明健康、勤俭节约的
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倡导新式婚
俗和简约型婚礼，不搞大操大办，
抵制相互攀比、铺张浪费等行
为，注重培养优良家风家教。

三、倡导文明新风，抵制低
俗陋习。文明婚礼，是幸福、和
谐家庭的第一步。自觉抵制内容
粗俗、格调低下的不文明“闹
婚”，把勤俭持家和艰苦创业作
为砥砺人生、见证爱情的必修
课，以实际行动营造文明健康、
进步和谐新风尚。

倡导移风易俗，树立良好风
尚，是我们每个公民责无旁贷的
义务。让我们携起手来，破陈
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
为建设美丽和谐文明的幸福家园
贡献力量。

中共杨陵区委文明办
杨陵区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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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凌揉谷镇除张村集体经济循环农
业产业园里，猕猴桃和草料套种，种植和
养殖结合发展的模式初见成效。去年12月
份至今，这种循环农业助力该村集体收益
闯“百万”大关，开辟了乡村振兴新业态。

4 月 25 日，记者走进该园区，工作人
员正在喂养萨能奶山羊，整个羊场不时传
来了阵阵羊吃草的咀嚼声。

除张村党支部书记王燕熊告诉记者：
“我们在‘五联一抓’工机制的推动下，
从富平引进90余只西农萨能奶山羊，经过
四个多月的发展，目前加上羊羔共有 200
多只。”

在发展集体经济中，除张村结合村里
的产业特点，探索出了循环农业发展模
式。他们将村集体经济发展与环境卫生治
理相结合，把无处堆放的秸秆、杂草，作
为饲料喂羊，再把粮食作物作为自配料的
主料进行饲养。此外，把羊的粪便进行发酵，作为有机肥为
猕猴桃提供养料，形成了种养循环发展的模式。在解决环境
治理问题的同时，减少了养殖成本。

据王燕熊介绍，目前园区可产
奶的羊有 80 多只，平均每天产奶
300斤左右，按照目前市场上一斤
奶 2.9~3 元的价格算，羊奶每月增
加近3万元的收入。而且现在有繁
殖羊和育肥羊的羊羔，这也将是一
大部分收入。

“咱去年的集体经济收入是23
万元，今年除了养羊加上猕猴桃等

作物的收入，预计毛收入达到100万元了，净利润下来能达到
60万元左右，基本上今年就可以收回养殖成本。”王燕熊说。

村民张根社是园区里的长期务工人员，负责给猕猴桃打
尖、绑树、授粉、疏果，割草、挤奶等工作。“村集体给我
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的机会，一个月还能赚到 3000 块钱。”
张根社说。

战略擘画开新局，一张蓝图绘到底。
王燕熊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学习‘千万工程’成果

经验，在现在的基础上再扩建扩大羊场规模，从而带动更多
村民增收。等到村集体经济稳定后，计划利用剩余资金，为
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在医疗、养老方面提供更多保障，让
群众享受到村集体发展的红利。”

除张村：种养循环助力集体经济收益争闯“百万”大关

开栏语：为持续深化“三个年”活动宣传，践行主流媒体“四力”，进一步做好经济报道，营造强信心、稳预期、促发展
的社会舆论氛围。即日起，特推出【激流勇进看杨凌】全媒体采访活动，“第一季”活动以“三进、三看”为主题，通过“进
企业 看发展”、“进项目 看现场”、“进农村 看振兴”三个板块，展现杨凌企业创新发展、项目建设稳步推进、乡村振兴产业
兴旺的场面。敬请关注。

记者 行波 刘智辉

农

杨凌，一座与“种子”结下不解之缘的
农科城。

这里有油菜种业科技创新的陕西“最强
天团”。育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大面积成功应
用于生产的杂交油菜品种“秦油2号”；我
国第一个含油量超过50%的国审品种“秦杂
油4号”……

这里有全国油菜种业最期待的“节日盛
典”。始于2019年的全国（杨凌）油菜科技
大会至今已成功举办五届，成为集油菜品种
展示、科企对接、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转移、
技术交流、产业促进于一体的行业盛会。

今年是种业振兴“三年打基础”转向
“五年见成效”的关键之年，如何更深入推
进种业振兴行动实施，外界将这届大会视为
观察油菜种业未来发展的一扇“窗口”。

5月9日，大会将如期而至，聚光灯下
的盛会将再一次展现引领油菜种业振兴的担
当和魅力。

架金桥——品种成果转化不落幕

在去年举办的全国（杨凌）油菜科技大
会上，由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培育的油
菜新品种“秦优506”被四川生命力种业有
限公司相中，后期综合农艺性状表现突出，
最终双方在第30届农高会期间成功签订了
品种转让协议。

因“秦优506”具有丰产性好、含油量
高、抗倒耐寒、有利于机械化收获等优良特
性，四川生命力种业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坦

言，有意将该品种作为公司的主打产品大力
推广。

利用杨凌油菜科技大会这一平台，越来
越多的油菜新品种成功“嫁娶”。与此同
时，这里也逐步形成了“两头 （制种、用
种）在外，核心（育种创新）在内”的现代
种业发展格局，彰显了创新引领和服务全国
的担当。

今年，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青年育
种专家韦世豪再一次带来了育种团队的展示
品种“秦旱1号”。这是团队历时11年选育
的杂交油菜新品种。

韦世豪介绍，该品种从目前的长势来
看，具有抗寒、耐旱、丰产等优良特性。

当前，陕西关中油菜大面积进入了角果
期，籽粒饱满的油菜长势喜人，站在田间，
韦世豪对今年“秦旱1号”的展示表现自信
满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要
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
自己手里。”如今，以“秦字号”为代表的
油菜种子，正成为落实这一重要指示精神的
生动写照。

强创新——引领油菜育种“芯”动向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
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这句深刻的话语，
放在历届杨凌油菜科技大会上十分贴切。

“秦优1618”“邡油777”等油菜品种作
为往届油菜科技大会上的“明星”代表，几

天前，刚刚入围农业农村部2024 年农业主
导品种。其中，“秦优 1618”以其高产稳
产、优质高油、抗倒耐密、宜机收、耐寒、
耐旱、耐盐碱等特点先后三次入选国家农业
主导品种。

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育种研究室主
任董育红介绍，2020 年 6 月，“秦优 1618”
在陕西岐山县范家塬村机收实产达313.12公
斤/亩，产量创黄淮区油菜机收高产新纪录。

此外，“秦优1618”在盐碱地也同样具
有“不俗”的表现。在陕西渭南卤阳湖地区
的盐碱地，其盐碱度为2.0‰-4.0‰，平均
PH值为8.0-9.0，在该地区小麦、玉米等作
物均不能正常生长的情况下，2018 年“秦
优 1618”在该地区引进示范种植成功，表
现出较强的耐盐碱能力，且在中等盐度
（3.42‰）地区机收实产达180公斤以上。

往届杨凌油菜科技大会的举办，获得了
育种专家、农技人员、种植大户、种子企业
的一致好评，搭建起了种业交流合作平台，
吸引了一大批科研、农技专家参与，形成了

“政府搭台、多方参与”的良种推广模式，
为油菜种业交流提供了高站位的交流平台。

建平台——奏响种业振兴最强音

为什么会为一粒油菜籽办会？追根溯
源，还是积极落实国家种业振兴、油料产能
提升等重大战略部署，推动油菜种业科技进
步，促进油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连年举办大会，勾勒出了杨凌奋力攥紧

中国油菜种子的样子。
自 2019 年落地杨凌以来，杨凌油菜科

技大会先后有众多院士出席，规格持续升
级，主角永远都是种业。与此同步，在历
届大会上，种业人发表观点、分享经验、
探讨对策的精彩瞬间，都能给当下带来不
小启示：

——2019 年，通过油菜产业研讨和油
菜新品种观摩，进一步确定杨凌油菜品种在
国内外种业界的引领地位。

——2020 年，为搭建全国油菜产业发
展平台，推动油菜种业技术进步，加速育
种成果向生产力转化，促进油菜产业高质量
发展。

——2021 年，着力搭建品种展示、科
企对接、技术交流、产业促进平台，努力
推动油菜种业创新和成果转化向更高水平
迈进。

——2022年，积极落实国家种业振兴、
油料产能提升等重大战略部署，推动油菜种
业科技进步，促进油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3 年，发挥秦创原农业板块总
窗口功能，搭建科企对接融合平台，推动油
菜科技创新和成果高效转化，助力种业科技
自立自强。

5 月 9 日至 10 日，将有来自全国的 157
个油菜新品种、新组合展开“田间竞技”。
相信，这届油菜科技大会一定能成功举办、
收获满满，农科城杨凌也必将在新起点上继
续砥砺奋进，为加快农业强国建设持续作出
新的贡献！

油 菜 种 业 发 出 最 强 集 结 令

记者 耿苏强 李煜强

——写在第六届全国（杨凌）油菜科技大会召开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