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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杨凌立足发展现代农业“国
家队”定位，从顶层设计上为乡村振兴聚
思想、谋规划、明路径，全力构建“五联一
抓”乡村振兴工作机制，走活乡村振兴

“新棋局”，打造乡村振兴“杨凌样板”。

坚持创新“新突破”

火红的七月，杨陵区揉谷镇姜嫄村
处处散发着蓬勃生机。

“今年，太秋甜柿种植示范园建设完
工，15000多株太秋甜柿树苗将搬入‘新
家’，三年后就可以进入丰产期。”提起即
将实现的二期项目，姜嫄村党支部书记
马战科喜不自胜。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
2019 年，姜嫄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经多方考察调

研，引进太秋甜柿项目，并以村集体的名义采购了一
批太秋甜柿树苗。经过三年试种，2023年，8000余棵
太秋甜柿在姜嫄村扎根成长，广阔的市场前景、可观
的经济收益，也让太秋甜柿成为该村产业发展的重要
支柱。

马战科表示，作为历史文化名村，姜嫄村只有将
村里产业联动、融合发展，才能形成可持续的产业发展
链条。于是，得益于杨陵区政府给予的政策、资金支持
以及区内高校提供的丰富的科教资源，姜嫄村以太秋甜
柿、文旅采摘、绿化苗木等产业为抓手，通过打造姜嫄村
集体经济产业园，让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现新突破，走出
了一条多元化的致富之路。

政府送政策、企业助产销、专家教技术……自杨
凌示范区实施校企协同“五联一抓”助力乡村振兴以
来，干部敢为、部门（单位）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
创的实干氛围正日趋浓厚，产业发展正变“输血”为

“造血”，变“短效”为“长效”，持续开拓出乡村振兴新
的突破口。

强化产业“硬支撑”

自2009年成立以来，杨凌满怀果友果树苗木专业
合作社就依托杨凌丰富的科教资源，开始种植销售苗
木，从最早的核桃、板栗拓展到后来的矮化大樱桃、苹
果树苗，2021年更是将樱桃苗卖到了吉尔吉斯斯坦，
年收入实现120万元。

“近年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张东教授带
领团队为我们合作社田间苗木嫁接、果树整形、施肥打
药提供大量支持，如今我们不仅实现了技术突破，更扩
大了销售市场，走出了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子。”杨凌满
怀果友果树苗木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振宁说。

思路决定出路。如今，在“五联一抓”机制的运作
下，合作社不仅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长足动力，还
长期聘用10余名工作人员，架起了一座农业“增效”与
农民“增收”并重的兴农之桥。

产业是发展之基，也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杨凌紧盯“全面建设新时代乡村振兴、特

色现代农业发展引领示范区”目标，依托丰富的科教
资源富集优势，不断优化政校企“五联一抓”新机制，
全区上下正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展现出新气象、新担
当、新作为，奋力打造乡村振兴“杨凌模式”。

绘就发展“新蓝图”

近年来，杨陵区揉谷镇权家寨村把金银花种植产
业作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和农户增收致富的主导产
业之一，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技术职业学院
的农业种植技术，配套从以色列引进的先进节水灌溉
系统和智能烘烤设备，并联合秦丰村、太子藏村，三村
于2019年共同出资创办杨凌三鼎富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持续延长产业链条，提高附加产值，小小金银花已
经成为当地乡村振兴“致富花”。

无独有偶，一张张喜人的“成绩单”，彰显了杨凌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取得的骄人成绩：

2023年，杨凌示范区对10个优秀包抓工作队进行
表彰。推动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太秋甜柿子、葡萄、
西甜瓜、蝴蝶兰等产业取得良好成效，田西村、王上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进展，确定乡村振兴“一
村一策”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重点任务清单432项，成
功申报全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交流示范
基地2个，建成花园乡村17个。

据了解，2023年，全区村集体经济收入过10万元
以下的全部清零，杨凌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位居全省第
一，“五联一抓”典型经验也被陕西乡村振兴简报在全
省范围宣传推介。

从规划到路径，从政策到措施，杨凌“五联一抓”
工作机制明确了乡村振兴重点工作任务，绘就了产业
兴旺发展蓝图。如今，杨凌正乘着东风，坚持高位推
动、强化顶层设计、聚集资源优势、多方协同发力，不
断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在乡村振兴的“赶考”路上
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

杨凌：推行“五联一抓”机制 打造乡村振兴“特色样板”
新 思 想 引 领 新 时 代 改 革 开 放

（上接第五版）

“新”答案
向新而行 创新驱动谋发展

2022年10月23日，宁夏第一头“试管
奶牛”在灵武养殖基地诞生，首次成功实现
牧场条件下奶牛体外生产胚胎批量繁殖；12
月 30 日，宁夏第一头体细胞“克隆奶牛”
诞生，开启了体细胞克隆技术在良种奶牛培
育中担当核心和关键角色的新纪元。

一个个“第一头”惊艳问世，是宁夏灵
武市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深入合作，开展奶
牛良种快速繁育技术研发实践的标志性成果。

育种好了，牛的遗传品种才会好，产的
奶才有可能更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灵武奶
牛试验示范站专家团队选择群体中高产长
寿、抗逆性能优异的“超级奶牛”，通过克
隆胚胎、胚胎移植，对其进行“复制”。

“目前，首批体细胞克隆胚胎项目共移
植了120头牛，成功实现完整‘复制’。克隆
牛临床检查健康，花色与体细胞供体奶牛完
全一致。克隆胚初检妊娠率达42%，200天
以上在孕率达17.5%，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王勇胜说。
在灵武奶牛试验示范站，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兽医学博士王炳科常年在此进行核心母
牛快速扩繁研究，培养出的奶牛年产奶在2
万公斤左右，收益是普通奶牛的4倍以上。

“在示范站，我们做到了把实验搬到生产一
线，把实验室建在牛场，把课堂设在牛舍，
把成果落地在养殖园区。”王炳科说。

7月15日，在甘肃庆阳市合水县肖咀镇政
府培训室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付明哲
为奶羊养殖户讲解奶羊疾病防治相关知识。

2022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合水县共
建合水奶羊试验示范基地，重点解决当地奶
羊产业种质遗传资源单一、核心种源自给率
不足、羊源品质不优、泌乳量低下等问题。

合水奶羊试验示范基地首席专家安小鹏
介绍，专家团队采用现代化育种新技术，将
国际优良奶绵羊的胚胎移植到湖羊体内，培
育适合本土养殖的优质奶羊核心育种群，保
障该县奶羊产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试验示范基地共选育出 836 只
产奶量每年超过1000 公斤的奶羊，形成了
高产核心群。”安小鹏告诉记者，合水奶羊

试验示范基地的主要工作是示范推广，通过
运用奶山羊全混日粮饲喂技术，使当地奶山
羊产奶量提高了10%到15%。

“欣”答案
欣欣向荣 日子红火有奔头

7 月 13 日，记者走进甘肃张掖市民乐
县，只见大片的油菜花随着地形起伏绵延，
风景如画。

“在民乐县，我们主要承担油菜新品种
繁育、推广任务。”甘肃汇丰种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永生介绍，在第27届杨凌农高会
期间，他成功从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拿
到了春油菜新品种“秦杂油 11”和“秦优
1806”的生产经营权，在甘肃开展新品种
繁育、推广。

在民乐县，农户从事“秦杂油 11”和
“秦优1806”等春油菜制种，与种植普通油
菜相比，亩均可增收500元至600元。

据统计，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选育
的“鸿油88”“秦油558”“秦杂油7号”等
一批适宜在春油菜区种植的高油、高产、优
质杂交油菜新品种，通过产学研合作，已累

计推广300多万亩，创造经济效益2.4亿元。
在旬邑县太村镇唐家村玉米单产提升试

验示范基地，一望无际的玉米长势喜人。在
当地，“吨粮田”这个新名词常被玉米种粮
大户挂在嘴边。

为提高玉米单产，增加群众收入，早在
2016 年，旬邑县联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
立旬邑玉米试验示范基地，以密品种、缓释
肥、覆厚膜、机械化四大技术为核心，构建
玉米机械化种植模式。

太村镇种粮大户唐兴永种粮已有 20 余
年。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指导下，今年
种植的260多亩玉米从过去的每亩4000株左
右提高到5000株。“与之前每亩500公斤的
产量相比，预计今年玉米亩产量将在900至
1000公斤，收入也将大幅提升。”察看了今
年的玉米长势，唐兴永脸上满是笑意。

从探索者到先驱者、从试验田到示范
区，27 年来，杨凌人用不懈追求与积极实
践，为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探
索出一条“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带得走”
的中国式现代农业发展的“杨凌模式”。

（据2024年7月29日《陕西日报》）

记者 吴凡

10年前，一个毕业于山西农大的女生，在父母的
陪伴下来到杨凌，走进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校门，
开启了自己三年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毕业多年后，她
依然选择回到杨凌，留在杨凌。那个女生就是我。

我叫韩克，2014 年，我从山西农业大学食品科
学与工程学院本科毕业后，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学
历和知识水平，以便将来更好地就业，经过反复比
较，我选择了农耕文化底蕴深厚的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就读研究生。从此与杨凌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的父母是地道的山西人，从来没有到过陕西、
到过杨凌，只是听说过杨凌农高会。那年9月，借着
我来杨凌上学的机会，父母专程来送我到杨凌，到了
西农。看到花园式的学校环境，良好的学术氛围，还
有那么多的大师级人物，临走时，特别叮嘱我要好好学
习，努力提升自己。我时刻谨记在心。我的研究生导师
是食品学院和农学院的双导师张正茂老师，除了日常上
课外，还需要完成农学相关的工作。张老师亲自讲解小
麦杂交育种的过程，如何选亲本，如何数分蘖，如何去
雄和授粉，最后还教我们小麦收获后品质如何评价，
原来，看似普普通通的小麦，学问还真不少……

三年研究生的学习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
忆。西农在省内外有许多试验站，我和我们实验室
的小伙伴们经常跟随张老师不辞辛苦地奔波在农作
一站、三原斗口试验站、永寿试验站等很多试验站。关中地区，每
年国庆节前后开始播种小麦，12月份天气异常寒冷的时候，我们
跟着老师蹲在野外的田地里，顶着刺骨的寒风数分蘖，到了4月份
前后，每个人带着小凳子蹲在麦田里去雄授粉，五一前后除杂，6
月份顶着烈日收麦子，7月份数千粒重、测容重，登记小麦各种评
价指标，一年四季，没有空闲的时候。尤其到了小麦播种时期，白
天要在田间忙碌，晚上还要看文献、做实验、写论文，基本上每天
晚上回来都是12点左右，有时候，还会通宵完成。我是家中的女
孩子，在老家受父母溺爱，从来没有种过地，但在西农的这三年，
我经常跟随老师参加田间农业生产劳动，逐渐培养了我吃苦耐
劳、团结协作的优良品格。每当我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
想到了在试验站的工作经历，顿时感到眼前的苦其实根本就不算
什么，反倒成了我工作的动力 。

2017年研究生毕业后，我来到西安的一家企业工作。2022年
杨凌示范区事业单位招聘，我又回到了熟悉的杨凌。如今，我和
西农认识的校友已在杨凌安了家，也有了可爱的孩子。工作之
余，我常常带着家人和孩子到西农校园里去散步，回想当初校园
生活的点点滴滴，寻找当初校园生活的幸福时光，每次路过曾经
住过的宿舍楼、餐厅、水房、操场，一起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总
是感到那么的熟悉和亲切，心中充满了无限感慨、感激和感恩。

今年是西农建校90周年。作为一名普通的校友，我感受着西
农给予我人生的帮助，西农的三年，是我人生中的重要阶段，它总
是给我人生前进的动力。我衷心祝愿母校发展越来越好，衷心祝
愿西农在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中取得新的更大成绩，为我国农
业现代化和农业强国建设贡献更多“西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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