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语：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关键在于要有好班子和好带头人。近年来，杨凌
示范区以基层组织建设引领乡村振兴，大力实施农村致富
带头人培育行动，着力培养选拔和造就了一支懂农业、爱农

村、爱农民的人才队伍，为乡村振兴注入磅礴力量、提供了
坚强组织保证。为深入挖掘杨凌“头雁先锋”的鲜活事迹，
进一步营造服务基层、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杨凌时
讯》推出“‘千万工程’头雁领航”专栏。敬请关注。

乡村振兴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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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走进陕西旬邑县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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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与一些玉米种粮大户交谈
中，记者听到了一些新名词：“吨
粮田”。这是对一亩地一年粮食产
量的概称：亩产 2000 斤。与 20 多
年前相比，这里的变化可谓翻天
覆地。

密植是近几年旬邑县旱作春玉
米单产提升的主要手段。太村镇种
粮大户唐兴永种粮已经20余年，今
年种植的260多亩玉米，在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专家的指导下，每亩从
过去的 4000 株左右提高到 5000 株
进行种植，他相信在密度增加的基
础上，加上精耕细作，亩产量会有
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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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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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植考验品种和种植水平。
品种不耐密、不抗倒不行，管理上
也不行。”旬邑县农村经营管理站
推广研究员潘军茂说，在试验示范
基地专家团队技术指导下，按照早
熟耐密抗倒宜机收品种+合理密植+
降解地膜等关键技术流程图“按图
种粮”，这才有了这几年的好产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旬邑
玉米试验示范基地首席专家薛吉
全说，近年来，旬邑玉米试验基地
主要针对旱作区玉米种植中存在
的障碍因素，建立了玉米新品种、
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的试验示
范，为大面积玉米增产提供技术集
成方案。

据悉，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玉米生物学与遗传育种团队，该基
地以种质扩增创新为切入点，以玉
米新品种培育和配套栽培技术研究
为重点，构建了玉米种质协同创新体系和新品种推广
模式。

薛吉全说，以咸阳旬邑、长武等为核心试验示范
区为例，这里先后审定了陕单 609、陕单 636、陕单
650等19个耐密抗逆玉米品种，集成的旱作玉米高产
高效技术，促进了陕西玉米生产从高产潜力挖掘—高
产高效栽培—玉米全程机械化生产的逐步推动，提升
了陕西及西北地区玉米区域优势和生产水平，为全国
玉米生产树立了示范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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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以早熟耐密宜机收玉米品种为重点，
集成精量播种、缓控释肥、机械收获等关键技术及装
备，构建适宜不同区域和种植规模的全程机械化技术
模式，形成高产高效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规程。

薛吉全说，从目前建立的示范基地来看，采用
“早熟耐密宜机收品种+合理密植+缓控释配方肥与一
次性分层机械施肥+化学除草+机械化收获”为主的
夏玉米全程机械化技术模式，亩产可达853-1142.2公
斤/亩，亩减少劳动力 2-3 个，成本降低 15.0%-
21.4%，农户亩增收165-308元。

“稳面积、提地力、提单产、提效益。”如今的旬
邑玉米试验示范基地已成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玉米
科技创新基地，玉米新品种、新技术的展示平台和扩
散基地。

科技到田、模式更新，“玉米亩产吨粮又怎么
不会成为我们种粮人以后的常规数据呢？”种粮大户
唐兴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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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猕”产业里的致富“密码”
记者 谷幸 李煜强

8月21日，走进杨陵区杨陵街道
柴家咀村，560 亩的猕猴桃园犹如一
张天然的绿色织网铺展开来。藤枝
下，一颗颗猕猴桃挂满枝头。村民李
亲课看着满园的猕猴桃，不由得喜上
眉梢。

李亲课种植了4 亩猕猴桃，去年
收入了8万元。她说：“今年雨水足，
猕猴桃长势特别好，预计比去年能多
收入1万元。而且每年客商都早早预
定我家的猕猴桃，一点也不愁卖。”

柴家咀村发展猕猴桃产业由来已
久，部分村民更是以种植猕猴桃为
生，但始终不成规模与气候。随着猕
猴桃品种的更新换代和种植技术的迭
代升级，老品种的产量与效益已不能
满足产业发展形势。

猕猴桃产业该如何发展？柴家咀
村开始寻找破解之策。

从 2011 年开始，柴家咀村“村
两 委 ” 牵 头 ， 鼓 励 村 民 种 植 猕 猴
桃，并免费向村民发放苗木，还邀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入村进园，为
猕猴桃管理提供建议和方法。后来，
该村又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将翠香作
为主栽品种。如今更是通过电商、直
播等平台，让村民的猕猴桃走上了

“网销路”。
“ 正 是

通过农业技
术的输入和
新销路的疏
通，柴家咀
村猕猴桃产
业才迎来新
的 生 机 。”
柴家咀村党
支部书记柴
三朋说，现
在猕猴桃一
年比一年卖
得好，从客商收购到“云端”销售，
猕猴桃产业与时俱进，鼓足了村民
的“钱袋子”，产业发展的势头也越
来越足。

小果子大产业，撑起村民“致富
梦”。到 2021 年，柴家咀村“村两
委”又将发展产业的“新点子”对准
了电商平台，与杨陵区供销社取得合
作，引进邮政、顺丰、极兔、中通等
快递公司。同时，让村民通过抖音、
快手等直播平台，扩大猕猴桃销售版
图，力争销往全国。

“现在村上主抓电商销售，卖得
快、卖得好。我们不仅给村民免费培
训电商销售知识，更是制作专属于柴
家咀村的礼盒包装，打出品牌的同

时，让消费者第一时间拿到新鲜、优
质的好果子。”柴三朋说。

“多亏有了线上销售渠道，我们
不用再自己费劲找客商。现在通过线
上线下共同销售，从成熟到卖完，不
到10天就结束了，这给了我们很大的
信心。”李亲课说，“我要把猕猴桃务
好，卖得更多，挣得更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健全推动乡村全
面振兴长效机制。乡村振兴，产业是
基础。柴三朋说，今年全村猕猴桃预
计产值将达 1350 万元，比去年增加
150 万元。群众干劲足，干部也更有
信心带领大家把产业发展好，朝着共
同富裕的目标奋进。

“千万工程”在杨凌

“这些树莓预计在今年 10 月份开
始挂果，目前已经和西安的企业签订
了销售合同，一斤大概在20元，丰产
期亩产能达到2000斤以上。”

8月21日，在位于杨陵区大寨街
道西小寨村的莓类产业园的树莓大棚
里，赵洪飞一边查看树莓长势一边给
记者算起了经济账。

作为一名农学博士，赵洪飞时刻
牢记西农人“强农兴农 知农爱农”
的使命担当，2022年，了解到学校要
选派人去示范区挂职，他积极报名参
加并“自找苦吃”把第一志愿填写为
基层的乡镇街道。

回忆起挂职期间的点点滴滴，赵
洪飞感慨万分，“我一直在‘象牙
塔’中学习和科研，来到基层工作，
才深刻懂得基层发展需要什么，老百
姓需要什么。”

挂职期间，赵洪飞担任大寨街道
办事处副主任，主要负责辖区的乡村
振兴工作，包抓卜村社区和西小寨村。

赵洪飞坦言：“要做好这些工
作，靠自己所学的专业还不够。”初
到基层，赵洪飞第一天就走遍了辖区
内所有的村落和社区，随后他来到包
抓的西小寨村，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
农家，前后深度走访近1个月，才摸
清村里的家底：总人口 1342 人的村
子，耕地有1140亩，村集体经济底子
薄弱，缺少专业人才和富民产业，村
里种地的大部分都是老人，年轻人都
外出务工。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特色产业的

支撑，在学校众多专家老师的支持
下，赵洪飞对西小寨村土壤和灌溉水
源的9项理化指标进行了测验，并在
市场调研的基础上，他和西小寨村党
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创波两个同
为“90后”的年轻人一拍即合，最终
决定在村里发展莓类浆果产业。“因
为蓝莓、树莓这些大家都没种过，既
不知道能不能种好，也不清楚能不能
卖出去？效益如何？”李创波说群众
不认可是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赵洪
飞为村里制定了“由无到有、由小到
大”的发展规划，同时按照“先实验
再示范再带动”的思路，在西农大相
关专家的指导下，赵洪飞和李创波开
始在村里进行小规模试验。

项目启动初期缺少资金，赵洪飞
就在土棚里试种，每天上班前要先开
车到棚里手动拉起卷帘，晚上还要再
放回去，冬季遇到寒潮半夜还要爬起
来去现场点烟防寒潮。最终经过试验
他们探索出了“盆栽蓝莓”这种投入
低、好管理、见效快的种植方式，并
开始在产业园里进行大规模种植。

“目前我们基地用工都是本村的
人，一是增加村民收入，另外也是让
村里人能见到实实在在的效益。”赵
洪飞计划着未来依靠产业园项目带动
更多周边农户在家门口实现致富。

在李创波的眼里，赵洪飞是一个
“靠谱”的人，只要是他认准的事
情，他就会想方设法地去办成。从园
区规划、品种选育、项目申报、对接
市场……赵洪飞总是扑下身子，沉到
一线，亲力亲为。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

则必成。如今，村里一片撂荒林地变
成了占地58亩的莓类经济林果全产业
链产业园，涵盖种植区、育苗区、林
下经济区、大学生共享创业区和组培
实验室5个功能模块。除基本农业园
区种植功能外，园区还致力于促进大
学生优质农业创业项目的孵化和落
地，并承担国内多家科研院所的最新
科研成果试验、落地和引进工作，是
集成果展示、科学研究、技术推广、
人才培养、科普教育“五位一体”的
三产融合试验示范基地。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但在
挂职期间，赵洪飞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利用人脉资源和西农大的科研优
势，全力推动西小寨村莓类产业园、
杜寨村“共享菜园”等项目落地见
效，同时积极牵线，引进海外资本与
杨凌当地村集体达成集甘薯育苗、种
植和研学的一二三产业融合项目建设
的合作意向。

人走心不走，职卸责不丢。虽然
挂职期已经结束，但现在每周赵洪飞
还要在科研之余往基地跑四五回。

“这个基地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无论
从情感还是单位对接方面，我依然会
将这个战斗过的地方当成自己的家园
一样去建设。”赵洪飞语气中充满留
恋与不舍。

赵洪飞来自沂蒙山区的农村，能
够用自己的所学和汗水让老百姓的生
活更加幸福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他
笔记本上一直记着这样一句话:“中国
青年应志在四方，扎根基层，善用我
所学，以利导我国家，让青春之花绽
放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

赵洪飞：真“挂”实干促民富

“千万工程”头雁领航

记者 魏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