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秋的黄土高原，一座连着一座的新
型大棚犹如海洋般泛着蓝色光泽，远处的
山峦绿意盎然，在蓝天白云下如同一幅高
原“画卷”。

9月2日早上6点左右，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园艺学院李建明教授团队驻延安蔬菜
试验示范站研究生王伟民洗了把脸、套上
工服、挽起裤脚、穿上解放鞋、揣着一瓶
牛奶和馒头，跨上农用三轮车，载上其他
5 名团队成员出发了。引擎发动的声音，
打破了延安市安塞区沿河湾镇李家湾村清
晨的宁静。

“ 我 们 和 东 哥 约 好 了 ， 7 点 地 里
见。” 王伟民说，“趁着天凉快早点下
地，能干一上午。”王伟明提到的“东
哥”，是沿河湾镇刘党村村民高晓东。虽
然在一个镇上，但刘党村位于山上，从站
上开车过去需要三四十分钟。

刚开始接触站上的研究生时，高晓
东不是很热情，他担心这些没下过几天
地的学生娃就是来“镀镀金”，没几天就
回去了。

此前，李建明带领王伟民、乔元等研
究生走村串户时结识了返乡的高晓东。去
年冬天，高晓东刚开始发展山地大棚，就
遇到了零下26度的极寒天气。

“东哥，预报要下雪，记得铺防寒
膜。”王伟民、乔元不放心，先后打电话
提醒高晓东。“黄瓜是典型的喜温植物，
要及时清理积雪，温室内设置二膜以增强
保温效果。”为了确保技术指导到位，李
建明指导王伟民、乔元、柴欣茹、谭璐等
人，忙活了大半天，终于化解了大棚受冻
的危机。

解决了大棚受冻危机后，试验站研究
生和当地村民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了，彼此
加强了理解与信任。“时间久了，村民增
收了，也接纳我们了，那种感觉，辛苦里
透着甜。”乔元深有感触地说。高晓东对
这群研究生更是“心服口服”，“你们要常
来，我种的菜收获给你们带回站尝尝。”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延安就开始
发展设施蔬菜。在黄土梁、沟壑占总面
积 72％的老区，作为新兴产业，设施蔬
菜发展势头迅猛。但随着气候变化加
剧，劳动力短缺，加之土壤连作障碍、
水资源短缺、品种单一等问题逐渐出
现，延安设施产业现代化发展的步伐越
迈越艰难。

2018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延安市
人民政府、安塞区人民政府签订延安蔬菜
试验示范站合作协议，着力破解当地蔬菜
发展瓶颈问题。作为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
术体系岗位专家、陕西省蔬菜产业技术体
系首席科学家，李建明带领团队临危受
命、积极应战。

针对延安山多地少，传统土墙温室土
地利用率低的实际，李建明“量体裁衣”
重点设计并推广了12米跨山地日光温室和
新型大跨度保温大棚。这两种新型温室土
地利用率达80%，可提高温室内光照强度
5.37%，提高室温 4-5 摄氏度，提高产量
17%以上。

团队还创新形成了“新型大跨度双拱

双膜保温大棚、水肥一体化、基质栽培、
碳基营养及病虫害全程生物防控”的

“3＋2”技术体系，打破了地理、气候条
件对农业生产的限制，大幅度提升了设施
蔬菜机械化水平。通过配套建设土壤深层
蓄热、太阳能集蓄热和生物质酿热系统，
有效实现了蔬菜四季生产、全年供应。

5 年时间，延安设施农业迈上新台
阶。2023年，延安设施农业总产值突破74
亿元。其中，安塞区总产值14.8亿元，占
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以上，实现连续两
年年产值增加1亿元。

作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特色农业
发展的亲历者，李家湾村民、57岁的拓生
雄说：“现在手机一键操作，就能实现自
动喷灌、通风、检测温度。家里2个蔬菜
大棚我也能顾得上、管得了。原来挣的钱
是一年赶不上一年花。现在算下来，1年
能有两份大棚收入。”

“过去就是土豆、白菜、萝卜。现在
不一样了，一年四季都有大量的蔬菜供应
市场。即使最寒冷的冬天，也能吃到新鲜
的蔬菜。”40年前就开始种植蔬菜的试验

站技术员郑全劳深有感触地说，老百姓不
仅挥别了土豆、白菜、萝卜“老三样”，
更尝到了科技兴农的甜头。

“我种的西红柿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专家推荐的，通过了有机认证，一斤能卖
到10元到15元不等，还供不应求。”宝塔
区河庄坪镇刘兴庄村菜农刘浪浪一边清点
装箱一边说：“我有2个标准棚，每年收益
超过40万元。”

近5年来，延安蔬菜试验示范站专家
团队引进番茄、甜瓜、辣椒、黄瓜等蔬果
新品种 80 余个，筛选出适宜延安地区推
广的新品种 30 余个，制定茄子、西红
柿、辣椒等5大类蔬菜生产规程，累计培
训技术员3650人次、菜农27000人次，延
安设施蔬菜面积以每年2000亩以上的速度
快速增长。

看着研究生学会运用专业知识解决生
产实际问题，学会跟农民打交道、更经受
艰苦环境的历练和考验，导师李建明很是
欣慰：“从不愿意到离不开，研究生驻站
时间最少 1 年，最长的 2 年。大地‘课
堂’让同学们亲身经历了蔬菜产业各个环
节，与当地政府、专家、农场主、农户等
的深入交流，让大家对‘三农’的理解更
深了，也更懂得了脚踏实地、助力乡村振
兴的意义。”

在家乡这块热土耕耘了30余年的李建
明，带领学生将论文写在了广袤的大地
上，在延安的田间地头一年四季都能看见
他的身影。冬天菜价最高，也是大棚蔬菜
面临各种风险挑战最多的季节，因此也是
李建明在实验站待的时间最长的季节。而
每年春节，李建明都要专程开车到安塞，
给驻站师生拜年，送上新年礼物，聊聊生
活和学习。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校地合
作，将新科技、新产品、新技术送到田间
地头，用科技为产业赋能，让科技带动百
姓致富。”李建明目光笃定地说。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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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建校90周年

记者 吴凡 为持续扩大政协文
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
会功能，献礼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
凌职业技术学院建校90周年，讲述区
校融合发展成效，9月2日，杨陵政协
文史资料《九秩记忆》《杨陵老店》新
书发布会在杨陵区政府举办。省政协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吴丰宽
出席并讲话。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九秩记
忆》《杨陵老店》两本书从今年4月份
开始编撰，历时 5 个月时间。其中，

《九秩记忆》一书分为弦歌不辍、芳华
待灼、一隅情深、名人轶事、履践致
远5个部分，收录了48篇文章，真实
记录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职业
技术学院建校90年来的发展历程、科
研教学、名人轶事等，从不同角度反
映两校的历史变迁、人文精神，记述
两校在区校融合发展、推动杨陵经济
社会发展方面的突出贡献。《杨陵老
店》则选取区内存续并发展二十年以
上的店面或企业为书写对象，按照
食、用、商、俗、行五个方面作为反
映老店面貌的架构体例，收录区内41
个店面或企业的创业发展故事，通过
一个个鲜活的创业发展故事，间接反
映杨陵城市变迁与逐渐繁荣的些微过
程，体现杨陵经济社会发展的艰难道

路和辉煌成就。
《九秩记忆》《杨陵老店》执行主

编李慧表示，在前期文稿征集过程
中，收到了来自示范区、西农大、杨
凌职院以及省内外曾在杨陵工作生活
过的作者支持与投稿，因此，书籍内
容呈现出完整、饱满、丰富、立体的
特征，为杨凌文史资料增添了丰富的
素材与案例。

“编辑出版《九秩记忆》《杨陵老
店》两书，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
荣兴盛’的具体举措。下一步，我们

将进一步健全政协文史工作机制，创
新文史工作方法，努力打造更多具有
地方特色、时代特征和较高学术价值
的文史精品，进一步传播杨陵‘好声
音’，讲好杨陵故事。”杨陵区政协主
席梁战昌说。

发布会现场，杨陵区委宣传部、
示范区作家协会、编辑组成员代表、
专家老师、店主代表及撰稿人等先后
发言，交流两本书的社会影响、文化
价值等。与会专家为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图书馆、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图书
馆、区档案局、区文化馆等单位赠书。

九秩芳华，弦歌不辍。自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庆一号公告发
布以来，得到各级领导、各界贤
达、海内外校友以及全体师生员
工的热烈响应、大力支持、积极
参与。目前，各项校庆筹备工作
有序推进，学校上下校庆氛围浓
厚，广大师生校友科教报国共识
凝聚，再创学校美好未来信心倍
增。在此，我们向大家致以诚挚
敬意和衷心感谢！

佳期将至，华章待启。学校
将于 9 月 20 日前后举办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建校90周年高质量发展
大会、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合
组织国家农业大学校长论坛、校
友经济发展论坛暨第八届全国地
方校友年会、原创校史舞台剧

《扎根》演出等系列活动，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在农业科技研发推
广，对外合作助推“一带一路”
建设等方面作出新贡献，汇聚起
推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磅礴
力量。

盛世相约，翘首以盼，秋高
气爽，见证良辰。我们再次诚邀海
内外来宾及广大校友聚首杨凌、畅
叙情谊，共襄盛举、共谋未来！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4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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