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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漫花海”孕育致富“金种子”
记者 耿苏强 李泉林 苏洪照

7月13日，在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
中心民乐县杂交油菜制种示范基地，千
亩油菜花海竞相绽放，花开正盛，吸引
了游客们纷纷前来观赏拍照。

这段时间，甘肃汇丰种业有限公司
（简称：汇丰种业）董事长王永生也在油
菜花海间左瞧瞧、右看看。对游客来说
是一种消遣，但对王永生来说却是每天
的“必须课”，他要时不时的走到田间，查
看制种油菜品种不同时期的长势性状。

培育一粒新品种子，要经历培育、
繁殖、推广三个环节。王永生便是承担
着繁殖、推广这一环。第 27 届农高会
期间，王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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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
地开展该品种的繁育、推广。

乍一听，有点像“来料加工”，但实
则在制种过程中，在陕西省杂交油菜研
究中心专家的指导下不停地进行技术
革新，其中，利用化学杀雄制种技术等，
让所有制种田产出的油菜新品种转化
为更适合农户大田种植。

只有农户从产业获取收益，才能更
尽心地做制种，种业才能发展。而这背
后，收益也有高低之分。在民乐县当
地 ，农 户 从 事“ 秦 杂 油 11”和“ 秦 优
1806”等春油菜制种，相比种植普通油
菜亩均可增收500元至600元。

“‘秦杂油 11’这个品种抗倒伏、花
期好、长势旺、产量高。”3年前，甘肃省
民乐县南古镇柳谷村种植户周福有开始

“秦杂油11”品种制种，看着眼前油菜长
势，周福有对今年的收成充满信心。

“秦杂油11”除了适宜机械化收割、
增产潜力大以外，王永生更看重该品种

的 高 含 油
量。“与陕西
省杂交油菜
研究中心合
作以来，累计
制种 2000 余
亩，种子畅销
甘 肃 、内 蒙
古、青海、新
疆等省区，示
范推广面积
达 11 万亩。”
王永生说。

如今，陕
西省杂交油
菜研究中心
培育新品种，汇丰种业公司负责组织农
户生产、销售推广，初步实现了育繁推一
体化的全产业链合作模式。

民乐县杂交油菜制种示范基地成立
于2003年，主要从事春油菜杂交种子高
效生产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同时开展
新品种选育、组合筛选、试验测试和示范
推广工作。

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育种专
家、民乐县杂交油菜制种示范基地技术
负责人韦世豪介绍，20 多年来，中心利
用自主研发的全程机械化制种技术和化
学诱导杀雄技术，在该基地常年开展春
油菜杂交种子生产，每年制种面积都稳
定在1500亩以上，生产种子20万公斤以
上，可满足80万亩大田油菜生产需求。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示范
推广力度，预计到 2025 年，推广面积达
120 万亩，创造社会效益约 1.5 亿元。”
韦世豪说。

截至目前，中心选育出的“鸿油
88”“秦油 558”“秦杂油 7 号”“秦杂油
11”“秦杂油 101”“秦优 1806”等一批适
宜于春油菜区生产推广种植的高油、
高产、优质杂交油菜新品种通过产学
研合作，加大成果转化力度，累计推广
300 多万亩，创造经济效益2.4亿元。

近年来，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
心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扎实做好
冬油菜、春油菜新品种的选育、示范
推广和成果转化工作，截至 2023 年累
计推广 3 亿多亩，创造经济效益 192
亿元，为促进我国油料产业高质量发
展、保障我国食用油安全贡献了智慧
和力量。

再过一段时间，在陕西省杂交油
菜研究中心民乐县杂交油菜制种示范
基地，这些绽放的油菜花将结出籽粒
饱满的种子，随后将陆续销往甘肃、内
蒙古、青海、新疆等春油菜区域，让一
粒粒好种子“长”出农民富裕富足好日
子，让全国春油菜区域再现属于“杨凌
元素”的农业新质生产力。

20242024““走出杨凌看示范走出杨凌看示范””系列报道之五系列报道之五

崔东沟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
记者 王晴晴 王恒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统
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
振兴。近年来，杨陵街道崔东沟村深入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按照“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工作思
路，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振兴，让
人民群众经济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8月7日下午，杨凌突降一场大雨，
崔东沟村村民杨格玲家门外到处都是
湿漉漉的，但院子里却一片干爽，她正
陪着孙子在这里玩耍。而家里能在雨
天保持这样干净的环境，都得益于近几
年的改造。

杨格玲告诉记者，前两年村子开始
进行“美丽庭院”建设，她们家积极响应
号召，在村委会的帮助下，先后安装了
遮雨棚、壁挂炉和外墙保温层等设施，
居住环境大大改善。

“改造之后家里取暖、打扫都方便
多了，像我们院子里贴了地砖，再加上
这个遮雨棚，平时雨下不着，太阳晒不
到，又干净又宽敞，孙子在院子里跑着
玩我们也放心。”谈起家里的变化，杨格
玲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据了解，为美化村容村貌，实施生
态振兴，崔东沟村本着“见空就栽树，露
地就栽花”的原则，积极开展“美丽庭

院”建设，做到“春有
花、夏有荫、秋有果、冬
有绿”。同时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完成硬化道
路、天然气和卫生厕所
全覆盖、排污系统接入
市 政 管 网 等 工作，通
过绿化、美化、亮化，极
大地提升了村庄人居
环境。

乡村振兴，产业是
关键。进入 8 月，崔东
沟村 500 多亩猕猴桃
进入上糖分、增重量的
关键期，村党支部书记任珍情和村监委
会主任崔克利走入村民的果园，查看猕
猴桃长势情况，也早早为今年的销售做
打算。崔克利说：“去年和前年猕猴桃
价格都不太好，农户找客商也困难，我
们村委会就想办法联系到了眉县和周
至的客商，过来按市场价收了。”

作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今年
以来，崔东沟村加大补贴力度，对种植
户的果园进行土壤修复，并免费发放化
肥，支持村民发展猕猴桃产业。“今年我
们还给大伙儿的猕猴桃买了保险，能有
效帮助大家控制风险、减少损失，让村
民踏踏实实把猕猴桃务好。”崔克利说。

为拓宽致富渠道，近年来，崔东沟
村还盘活闲置资产，依托区内高校技术
优势和驻区企业市场优势，建成萨能奶

山羊养殖场，现存栏奶山羊 160 头，预
计年增收 20 万元。同时，积极发展文
旅产业，依托优美的自然生态建设湋水
乡邻康养项目，集观光、研学、度假、康
养、民俗体验于一体，已成为有名的网
红打卡点。

让生态美起来、环境靓起来、乡韵
浓起来、产业兴起来，崔东沟村正努力
把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的成
果转化为“和美乡村”建设的新实践。

任珍情表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现有集体
经济项目为主，进行整体规划和系统改
造，持续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同时，加
大人居环境整治力度，把村子打造成一
个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进一步提高村
民的幸福指数。”

西农大上榜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8 月 15 日，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软科发布
“2024 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陕西 12 所高
校上榜，总数位列全国第六，西安交通大学首
次进入全球百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入选全球
500 强。

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每年参与的大学超
过2500所，最终发布前1000所大学。本次排名
中，西北工业大学排名再进一个区间，在101—
150区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和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入选全球 500 强。其余上榜的陕
西高校还有陕西师范大学、西安理工大学、空
军军医大学、长安大学、西安科技大学、陕西
科技大学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是全球最具影响力
和权威性的大学排名之一，以评价方法客观、
透明著称。本次排名中，内地共有 203 所大学
上榜，比去年增加 3 所，其中 13 所大学跻身世
界百强。

据软科全球农学学科排名公示名单显示，
2023 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中，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在农学学科排名世界第一。

（综合报道）

入选全球500强
农学学科排名世界第一

大寨街道梁氏窑社区荣获 2024 中国
秦腔优秀剧目会演“戏迷家园”称号

通讯员 张华 8月10日晚，2024中国秦腔
优秀剧目会演“戏迷大赛”暨“秦之声戏迷大叫
板”荣誉盛典在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台）演播
室举行。

活动现场，授予刘荣军、梁宏谋等“十大戏
迷达人”称号。周至县二曲街道滨河社区、杨陵
区大寨街道梁氏窑社区等被授予 2024 中国秦腔
优秀剧目会演“戏迷家园”荣誉称号。

据了解，杨陵区大寨街道梁氏窑社区依托杨
凌秦腔聚贤社，在每周二、四、六下午在辖区开
展系列活动，从练唱腔，逐渐发展到排练节目和
折子戏。十二年来，在班主张晗老先生的带领
下，聚贤社足迹遍布杨凌及周边县区。

30余位社科专家齐聚西农大
探 讨 人 工 智 能 发 展

陕西日报记者 王晨曦 通讯员 齐
甜 石锐 为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对社会科学
研究带来的发展机遇，构建 AI 时代下社会科
学 人 才 培 养 新 模 式 ， 8 月 13 日 ， 人 工 智 能
（AI） 赋能社科研究圆桌会议在西北农林科
技 大 学 举 行 。 30 余 位 全 国 社 会 科 学 领 域 知
名 专 家 齐 聚 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 ， 就 机 器 学
习和 AI 在人文社科领域融合应用的机遇与
挑战展开研讨，为人文社会学科高质量发展
建言献策。

研讨会上，西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
教授魏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生周超辉
分别作了“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文献综
述：AI 赋能经济学和农林经济管理研究”的
学术报告。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要积极拥抱以 AI 为代
表的新兴科技变革，社会科学需要及时跟进
与适应社会场景的变化；要准确把握机器学
习和 AI 对社会科学理论基础提出的新要求，
用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正确运用 AI 和机器
学习提供保障，不断提高社会科学研究和人
才培养质量；要加快推进农林经济管理研究
与 AI 的交叉融合，增强数据获取的效率与质
量，开展更为精深、全面的经济管理分析，
提升政策模拟的准确性。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赵敏娟表示，本
次圆桌会议的举行，对于推动农林经济管理
科学研究的交叉融合、促进农林经济管理人
才培养的开放创新、提升农林经济管理学科
前沿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千万工程”在杨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