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7月9日，2024年“走出杨凌看示范”媒体采访活动
正式启动。由中央、省级和区内主流媒体记者组成的采访报道
团，将历时10天，赴陕西、甘肃、宁夏等8个杨凌农业科技示范
推广基地进行调研式采访，深入挖掘杨凌示范区和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科技赋能乡
村振兴等方面的生动实践，生动讲述农业科技工作者扎根田野、
创新奉献、助农增产的奋斗故事。即日起，本报将连续刊发来自
一线的报道，敬请关注。

当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势头犹如一
场“竞速赛”。曾经选育出国审苹果品种瑞
阳、瑞雪、瑞香红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白
水苹果试验站，正在新变革中觅寻新机，
在新赛道掀起以“新”提“质”，以“质”
创“新”的发展热潮。

白水苹果试验站成立于2005年，这里
是白水苹果产业发展的起点，也是产业发
展的科技源泉。这里的每一颗果树品种、
每一项栽培技术、每一株树形研究与示
范，无不澎湃着蓬勃的农业新质生产力。

传统模式追“智”逐“新”

7月9日，2024年“走出杨凌看示范”
媒体采访团一行驱车行驶在渭北黄土高原
陕西白水县，透过车窗，记者在连片的苹
果园中发现，一些新建果园采用宽行密
植、栽杆立架、纺锤树形、起垄覆膜的形
式，与过去的传统栽培模式大不相同。

“乔化果园商品率低、效益差。”白水
县新农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焦锋就
是很好的例证。2016年，焦锋1200亩示范
园通过高接换优、矮化密植种植瑞阳、瑞
雪、瑞香红，目前每亩收益在6—7万元。

谈起新品种苹果带来的高收益，焦锋
语气中颇有自信：“以前的红富士比较‘娇
气’，生产成本高，苹果产业要想获得高质
量发展，品种升级换代势在必行。”2023
年，焦锋的苹果种植基地瑞阳、瑞雪总产
量在180万斤左右，售价是老品种的2—3
倍。“基层农民太需要技术了。”近年来，
试验站首席专家赵政阳教授和20多名专家
围绕旱地矮化苹果高效栽培、绿色无公害
苹果生产等重要产业技术问题，开展了大

量的试验研究和技术推广。
值得一提的是，试验站总结提出的

“挖、改、换”的提质增效技术，解决了不
少苹果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目前，渭南
全市矮化苹果栽培面积达 40 余万亩，其
中，白水县推广矮化苹果园面积达到18万
亩以上，居全省首位。

多元发力向“新”提“质”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起点是“新”，关键
在“质”，落脚点在于“生产力”。

白水县林皋镇北马村农民林秋芳，以
懂果树嫁接技术与试验站结缘，从组织

“白水女子嫁接队”起步，到成立白水县秋
林苹果专业合作社，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白水苹果试验站的科技优势，主要栽植

瑞阳、瑞雪、瑞香红等新优品种。
林秋芳说，合作社以苹果示范园建设

为切入点，以“新品种、新技术、新模
式、新农人”四新为突破点，推广栽植瑞
阳、瑞雪苹果新优品种2000余亩，辐射带
动周边县区栽植新优品种2万余亩，亩均
收益达到6万余元。

在此基础上，林秋芳还托管了周边果
园1200亩，形成了富有白水特色的果园托
管模式，使当地苹果产量与品质显著提
高，果园经济效益成倍增加。

在白水县雷牙镇下徐村，返乡青年邵
善来看准了瑞雪、瑞香红新品种商业价值
和市场认可度。三年前，凭着多年积攒的
销售优势，回乡承包 100 余亩发展苹果产
业。用他的话说，一个优良品种可以振兴
一个产业，只要抓住了瑞雪、瑞香红的红
利期，返乡创业大有可为。尝试新品种，
开发新市场已经成为苹果产业可持续发展
的一个亮点。

试验示范站专家团队长期在生产一线
开展科研、示范、推广、培训等技术服务
工作，培养了一批懂技术、会管理、善经
营的新农人队伍，这也是陕西苹果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

“芯”链未来拓“新”求“变”

如果说，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
创新，那么通过新品种科学选育融入产业
链的每一个环节，形成的是苹果产业的全
面升级。近年来，白水苹果试验站专家团
队高处着眼、细处着手、实处发力，发挥
产业基础优势，坚持以品种选育与市场需
求深度融合为主攻方向，推动了苹果产业
深度转型升级。

截至目前，试验站先后选育审定不同
熟期苹果新优品种11个。其中晚熟品种3
个，中熟品种5个，早熟品种2个，苹果专
用授粉品种1个。新品种的选育，是白水
试验站推动苹果产业向“新”而行，加速
崛起的系列例证。其中，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新品种瑞阳、瑞雪、瑞香红，与白水
县达到高度契合，新品种在产业结构调整
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共辐射带动陕西、甘
肃、山西、新疆等地推广发展40余万亩。

“新优品种的选育和推广对增加苹果品
种多样性和全国苹果品种结构调整起到了
极大的推动作用。”赵政阳说，目前，试验
站涵盖苹果种质资源圃、品种选育区、栽
培试验区、苗木繁育区、新品种与新技术
示范展示区等田间试验示范功能区，并以
科技创新持续引领苹果产业发展。

如今，面对新质生产力的大潮，赵政
阳表示，未来要将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作
为新时代的担当，为打造升级版农业科技
示范推广模式贡献西农智慧和杨凌力量，
以实际行动推动陕西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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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苹果产业追“新”记
记者 耿苏强 李泉林 苏洪照

2024年7月8日，杨陵区人民法院民事综合审判团
队成功调解了一起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双方在人民
陪审员及审判人员的多次劝说下，当庭履行了案款。

庭前，审判人员专门从人民陪审员库中特邀两位具
有农村建房施工专业知识的陪审员参与本案庭审、调解
工作，调解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情绪激
动，争议较大，且双方的争议焦点涉及专业领域的知
识，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随后两位陪审员以从业多
年的农村建房施工经验向审判长详细解释了案涉的行业
情况以及双方争议的焦点所体现出的突出问题，方便审
判人员寻找调解切入点，以切实解决矛盾为原则，对双
方当事人释法明理。

在长达3个小时的调解工作中，两位陪审员根据自
身多年从业经验的专业知识以及“如我在诉”的理念，
向原、被告双方当事人解释了案涉农村自建房屋的相关
专业问题及各自的诉讼风险，并结合案件情况提出了相
应解决办法，使得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对立情绪能够
有效疏导进而引导双方解决矛盾。

对于此类案件，单纯依据法律法规进行裁判，不利
于矛盾本身的化解，反而会致使矛盾的加剧，人民陪审
员运用自己的人生阅历与从业经验向审判法官提出宝贵
的“民间经验”，更好的提高了案件质量。 （王少宣）

发挥人民陪审员作用 促进纠纷实质性化解

法院动态法院动态

职教之窗职教之窗 ⑥⑥
《《杨凌时讯杨凌时讯》》 编辑部编辑部

陕西国防工业技师学院陕西国防工业技师学院
合办合办

地处杨凌自贸区的陕西国防工业
技师学院，是一所以培养中级工、高
级工、预备技师为目标的国家级重点
公办职业院校。学院以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为遵循，推进职普融通、产教
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
定位，分别与国有大中型、规模以上
民营企业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办学42年来，为社会培养各类技能人
才 4 万多人，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四
大优势”。

一是学生就业有保障。从我国产
业发展来看，到2025年技能型人才缺
口率将达 48%，技术蓝领缺口更是高
达3000万人。学院校企合作就业单位
有：陕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汉
德车桥股份有限公司、东莞精熙光机
有限公司、浙江闪铸三维科技有限公
司、闻泰科技上市公司、宁波环球广
电科技有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
司、中兴通讯、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
限公司、特斯拉 （上海） 有限公司、
丰田汽车 （常熟） 零部件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珠三角区域
的公办、民办幼儿园、银雁科技服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京东、阿里巴巴

等。通过校企合作，基本实现了毕业
即就业的目标，学生就业率一直保持
在96%以上。

二是学历提升有通道。学院与杨
凌职业技术学院、宝鸡职业技术学
院、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陕西财
经职业技术学院四所“双高”高职院
校，分别签订了中高职贯通衔接教育
协议，打通了中高职贯通教育的通
道，为学生今后升入职业本科教育奠
定了坚实基础；高级工班学生可参加
成人高考，在校期间通过二至五年学
习，成绩合格，可取得杨凌职业技术
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天津职业
技术师范大学等合作院校大专或本科
学历。近3年来，有280名学生通过在
学校学习实现了大学梦想。

三是应征入伍有依据。根据陕西
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陕西省教育
厅、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
合下发 （陕征 【2021】 64号） 的文件
精神，学院设有征兵工作站，学生取
得所学专业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达到应征入伍条件者可直接从学
院应征入伍。教育部、总参谋部等 8
部委联合印发的《直接从非军事部门

招收士官工作规定》，将高级技工学校
和技师学院毕业生已纳入军队士官招
收范围，首次授衔确定工资起点等参
照全日制大专、本科毕业生执行，技
师学院毕业生待遇逐步得到改善。学
院近年来一直超额完成省政府征兵工
作办公室、省人社厅下达的征兵任
务，荣获2022年度先进征兵工作单位。

四是报考公职有政策。根据2021
年 10 月 22 日人社部 82 号文件 《关于
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有关问题的通知》 精神，高级工、
预备技师毕业生可报考公务员和事业
编招聘，待遇参照大专和本科执行。

“四大优势”是学院深耕职教、守
正创新的结果，表明了中职技校的教
育内涵更加丰富，为莘莘学子提供了
无限可能和广阔舞台，彰显了中职教
育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

从“四大优势”看中职技校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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