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一粒种子，关
系着中国人的饭碗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问题，强
调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在中国农作物育种的历史进程中
占据着重要地位，仅小麦和玉米系列新品
种在黄淮地区累计推广面积超过8.5亿亩、
增产215亿公斤。

为了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的育种专家们扎根杨凌九十
载，躬耕大地济苍生，始终与国家同呼吸、
与民族共命运，用担当作为和“中国粮芯”
书写着粮食安全“大文章”。

用好粮“芯”——
换来田间万担丰收粮

看色、看粒、看长势……今年5月，来自
安徽宿州、河南永城、江苏徐州等地的种粮
大户、种子企业、科研院所、农业部门的代
表参加了由杨凌示范区管委会、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主办的2024
年全国（杨凌）小麦新品种现场观摩会。

在“西农99”“西农920”“西农629”“西
农511”等小麦新品种集中展示基地，一系
列饱含着科技创新元素的西农大小麦新品
种，见证了科技创新引领种业高质量发展
的磅礴力量。

在徐州沛县湖西农场麦田里，“西农
511”迎风摇曳。该品种由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吉万全教授团队选育而成，2018年通过
国审，品质指标达到国家优质强筋小麦标
准，亩产达550公斤至600公斤。

从育种家赵洪璋，到在杨凌从事小麦
育种31年、获200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振声，再到如今的
王辉、吉万全教授等一批小麦育种人，西农
大用一份份满意答卷，让一粒粒金种子花
开祖国大江南北。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最大小麦产区
（黄淮麦区）品种的6次更新换代，出自西农

的当家品种有4次；陕西省小麦品种的6次
更新换代，全部是西农的种子。

截至目前，西农大在黄淮麦区已建立3
个试验示范站和22个新品种示范园，累计
推广46个优质高产、多抗、广适小麦新优品
种，面积超2亿亩，增产粮食40亿公斤。

示范推广——
让新技术成果就地转化

在陕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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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之前每亩500公斤产量相比，预计
今年玉米亩产量应该在900—1000公斤。”
望着今年的玉米长势，种植户唐兴永脸上
满是笑意。

为提高单产，降低群众投入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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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总结提出
了以“改土、改品种、改生产方式”和绿色防

控技术为保障，创建密植高质量群体的“一
增三改一防”密植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模式，
为陕西及西北玉米生产提供有力技术支
撑。

据统计，2020—2023 年全省累计推广
1894.61万亩，密度增加329.69株/亩 ，每亩
增产51.70公斤，累计增产10.54亿公斤。

在榆林市定边县堆子梁镇营盘梁村，
玉米种植户高海宽不一般。依托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榆林玉米试验示范站，他种植的
600亩玉米，纯收入达60余万元，成了当地
有名的种粮大户。

2014 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榆林成
立玉米试验示范站，通过多年多点科学试
验研究，总结提出了“一增三改一防”密植
高产高效技术模式，被列入陕西省农业农
村厅增密度提单产主推技术，并受到了种
子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的青睐。

从2010年开始，薛吉全带领科研团队
育成了陕西首个籽粒直收玉米新品种“陕
单 636”，随后“陕单 650”“陕单 620”“陕单
660”等多个机收新品种纷纷问世。

牢记使命——
扛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

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让国人的饭碗装上更多陕西粮、优
质粮，是西农大育种人的初心使命和责任
担当，更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和优势
所在。

西农大在育种领域经过 80 多年的探
索，成果丰硕，积淀深厚，为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先后育成了90多个
优良小麦新品种，主导黄淮麦区六次大面
积品种更新换代中的四次。

赵洪璋院士育成的以碧蚂1号、丰产3
号、矮丰3号为代表的三批品种，使中国黄
淮麦区的小麦产量连续上了三个台阶；李
振声院士选育的小偃 6 号，是我国最先运
用远缘杂交和染色体工程育种技术取得
重大突破的小麦新品种，获国家技术发明
一等奖。特别是“碧玛 1 号”小麦，年推广
面积最高达九千万亩，创我国单个小麦品
种年种植面积的最高纪录，毛泽东主席亲
切称赞他“一个小麦品种挽救了大半个新
中国”。

从1934到2024，九秩教稼，回望历史，
一代代西农人始终扎根西部，一代代农业
科学家扎根黄土，以老黄牛般的精神，坚守

“经国本、解民生、尚科学”的宗旨，秉承“诚
朴勇毅”的校训，描绘出了一大批农业科学
家，扎根田野乡间，终日与黄土为伴，把论
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的专家群像。

近年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坚持与杨
凌示范区融合发展、协同创新，主动服务国
家战略，聚焦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农业
大学”目标，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切实解决制约区域农业发展的关键核
心问题，有效提升了干旱半干旱地区粮食
和农产品供给能力，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贡献
着源源不断的“西农力量”。

西农大：用“芯”扛牢粮食安全重任
记者 耿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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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鸣盛夏，酷热难耐，但从冷库中刚拿
出的柿饼却洒满了柿霜，冒着丝丝凉气
……

“柿饼甜不甜？”
“甜！”
这里是陕西富平，是柿的故乡。

科技小院：赋能“柿”业提质增效

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栽植柿子历史悠
久，距今已有2000多年。

这片土地以其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土壤
环境，孕育出了品质优良的柿子品种。当
地的尖柿，果大、皮薄、肉厚、汁多、味甜，更
是远近闻名。如今，在现代农业科技的推
动下，这里焕发出勃勃生机，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柿”业产业链。

“富平现在柿子种植面积有36万亩。”
陕西省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冯
锁牢介绍道，柿子能从零星栽植到上面积
上规模再到支柱产业，离不开党的好政策，
离不开西农的高科技。

2013 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陕西富
平建立现代农业综合试验示范站，为富平
的“柿”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2023年6月，陕西富平柿子产业科技小院在
富平县正式成立，围绕“柿”业从种植到加
工提供全产业链科技赋能，推动了“柿”业
提质增效，成为当地的富民支柱产业。

杨勇、关长飞，国家柿种质资源圃、陕
西富平柿子产业科技小院专家，主要从事
柿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及经济性状评价、柿
炭疽病抗性因子的挖掘及调控机制、柿起
源与进化的研究，“柿炭疽病是富平柿子的

‘杀手’，发病快、传播强，我们在这个方面
下了不少工夫。”

“杨勇老师和关长飞老师给我们传授
的柿园动态密度管理技术，能保证在规模
化种植的同时，有效防止炭疽病在幼柿上
的侵染和扩散。”冯锁牢表示，西农一大批
专家从品种选育、种植技术、施肥技术、管
理技术、加工技术等方面全方位推动了柿
业的发展和创新。

校企合作：共绘“柿”业新图景

富平县近年来将柿子产业作为富民强
县的有力抓手，打造“富平柿饼，甜蜜中国”
全新品牌形象，通过与学校建立深度科技
合作，着力打造百亿级尖柿产业发展强县
和国家级柿子产业中心。

在陕西富平大方天玺绿色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梁治国介绍了他们的爆
火网红产品——流心冰柿。这款流心冰
柿同时具备了鲜柿子和柿饼的特点，既有
鲜柿子的柔软，又有柿饼的韧性，果肉均
匀又流心，就像是水果般的熔岩蛋糕，内
心缓缓流出的浓厚柿子浆……口感独特，

深受年轻人喜爱。
该公司通过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

学院、食品学院深度合作，建成3000亩标准
种植园及 6000 吨标准冷库，打造的“柿柿
红”富平柿饼品牌快速占领市场，全球销售
突破1亿元。“校企双方目前正致力于研发
抗病新品种，在源头上实现绿色创新。”

接力传承：讲好中国故“柿”

在富平县曹村镇太白村，坐落着全国
首个以柿为主题的博物馆，也是全世界第
二家柿子博物馆。馆藏文物758件，是国内
柿产业收藏、研究、展示、阐释的专业历史
文化艺术殿堂和文化客厅，诉说着中国

“柿”业发展史。
博物馆的展区里，呈现着一块斑驳的

墙砖，上面赫然两个大字——“农专”，这枚
于右任先生亲题的砖瓦见证着1934年以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农业事业发展浪潮中
的身影，联结起了富平和杨凌的情缘。

我国柿树栽培历史悠久，面积居世界
之首，种质资源丰富。据统计，原产我国的
近缘种有62个，柿品种超过1000个。如何
把这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柿子品种收集在
一起，保护柿种质资源不再丢失？

1934 年，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园艺
组成立，就挖掘了中国柿种质资源。1962
年陕西省果树研究所开始收集柿种质资

源，1980 年国家级果树种质资源圃筹建，
1993年更名为“国家柿种质资源圃”。

王仁梓成了寻找遗落在乡间柿种质
的第一批人。他带着杨勇开展了种质更
新，收集保存国内外柿种质材料700余份，
明确提出柿栽培的生存、生产和适栽区的
界线，打破了甜柿原产日本之说，并于上世
纪八十年代在国内领先完成柿饼人工干制
技术。

接过接力棒的杨勇，带领团队建立了
柿种质资源数据库、制定了《柿种质资源描
述规范和数据标准》《柿种质资源鉴定评
价技术规程》和《柿产品质量等级标准》，
培养了第三代传人关长飞，每年都要到全
国各地收集资源几十份，甚至上百份，嫁
接到园里。

关长飞表示，目前，国家柿种质资源圃
共收集保存了我国16个地区及国家的野生
种、农家品种、引进品种和近缘植物等11个
种或变种1200多份资源，收集保存的柿资
源数量居世界之首、遗传性状多样性居世
界之最。

如今，讲好中国故“柿”的接力棒又传
递到了新一批新生代的手里。在杨凌与富
平之间，关长飞带着学生们续写着甜蜜

“柿”业。
富平的“柿”业，见证着西农师生的奋斗

与贡献。这里，有柿树下轻语的风，有累累果
实的希望，有他们共同编织的中国故“柿”。

“科技小院”赋能富平“柿”业提质增效
张欢 王学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