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0 日，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建校90周年纪念邮资信封及珍
藏邮折首发仪式举行。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联合中国邮政特别发行
校庆纪念邮资信封及珍藏邮折。

邮资图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校徽和90周年校庆徽标为主体设
计，配以90周年校庆衍生图形作
为底纹，采用票中票的设计形
式，增加画面的层次感，呼应校
庆主题。附图以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标志性建筑——三号教学楼为
主体，以展开书本为背景，配以
学校校庆主题，寓意90年来，学
校矢志不渝扎根西部办学不动
摇，高擎“农”字大旗，为旱区
现代农业农村发展和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为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贡献西农
智慧与力量。

纪 念 珍 藏 邮 折 整 体 设 计 以
“九秩教稼 兴农强国”为主题，
采用异形模切工艺，内含12枚版
个性化邮票一套、邮资纪念信封
一枚。

封面为北校区三号教学楼立
体造型，背面为南校区交流中心
主楼群，两座标志性建筑紧紧相
连 ， 代 表 着 学 校 90 年 薪 火 相
传，砥砺奋斗的办学历程，与纪
念邮资封的设计理念相呼应；设
计中融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
训、教育理念等文化元素，色彩
上以红色为主调，烘托出喜庆祥
和庆祝氛围，样式精美，极具收藏
意义。
（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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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甘肃省天水市考察了麦积区
南山花牛苹果基地，了解当地发展特色现代山地果业情况，总
书记说，乡村振兴要靠产业，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
振兴道路，他勉励乡亲们再接再厉，把苹果产业做得更大更
强，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近年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苹果新品种选育与示范推
广、种源创新、苹果产业全程机械化转型升级等方面持续发
力，为黄土高原这一中国苹果主产区的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贡
献着西农智慧和力量。

示范推广——“三瑞”苹果新品种推广突破40余万亩

初秋时节，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白水苹果试验站矮化示范
园里，一棵棵苹果树上果实累累，一派丰收景象。瑞阳、瑞
雪、瑞香红三类新品种的苹果，作为当地果农的“香饽饽”，
它们的研发均出自这里。

从1997年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赵政阳带领团队开始
苹果新品种选育、引进及优质果品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推
广工作，先后选育审定不同熟期苹果新优品种11个。其中晚熟
品种3个，中熟品种5个，早熟品种2个，苹果专用授粉品种1
个，新品种的选育，是白水试验站推动苹果产业向“新”而
行，加速崛起的系列例证。

2019 年，由赵政阳团队培育的两个优质晚熟苹果新品种
“瑞阳”和“瑞雪”正式通过国家审定，成为陕西省首次通过
国审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苹果品种。2022年，“瑞香红”通
过国家审定。

其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瑞阳、瑞雪、瑞香红，
与白水县达到高度契合，新品种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了大
作用，共辐射带动陕西、甘肃、山西、新疆等地推广发展40
余万亩。

“新优品种的选育和推广对增加苹果品种多样性和全国苹
果品种结构调整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赵政阳说，目前，
试验站涵盖苹果种质资源圃、品种选育区、栽培试验区、苗木
繁育区、新品种与新技术示范展示区等田间试验示范功能区，
并以科技创新持续引领苹果产业发展。

赵政阳表示，未来要将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作为新时代的
担当，为打造升级版农业科技示范推广模式贡献西农智慧，以
实际行动推动陕西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科技赋能——打牢苹果种质基因库

在距离洛川苹果试验示范站不远的石头镇背固村，果农崔
卫东的苹果事业干得风生水起。在洛川苹果试验示范站采访期
间，崔卫东还在为两年前的“尝试”而庆幸。

2020年，他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洛川苹果试验示范站参观
后，决定改种“秦脆”新品种。如今，“秦脆”红利初显，崔
卫东难掩兴奋：“新品种易于管理、丰产性高，5亩果园，去年
收入18万元。进入盛果期，亩收入会是老品种的两倍。”

2012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延安市政府共建洛川苹果
试验站，形成多学科专家团队30余人，开展科研及技术培训、
示范推广等工作。

试验站首席专家马锋旺说，通过试验示范普及苹果抗逆品

种和抗逆调控技术，促使陕西苹果北扩了 200 公里。截至目
前，洛川苹果试验站已育成杂交后代1万余个。未来，苹果的
品种改良离不开苹果基因资源，这里无疑将是苹果树资源的天
然基因库。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同样，对于果农来说，苹果种质
资源犹如“国宝”。

近年来，试验示范站还建成了国家级苹果科技创新中心，
建成国家级苹果种质资源圃 260 亩，收集保存苹果种质资源
4000余份，建成国家级苹果品种选种场，栽植了苹果优系700
余份，建成世界苹果栽培技术展示园1000亩，为苹果育种提供
了基因库。

校地合作——引领苹果产业转型升级

陕西成为世界苹果集中连片种植面积最大的区域，成为果
农永续致富的来源，小小的苹果，承载着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
的淳朴梦想，浓缩了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艰辛历程。这期间，
离不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区域产业核心地带建立产学研一体
化的试验示范站，它将农业科技送到农民身边，构筑科技成果
进村入户、引导农民致富的快捷通道，这一发展模式被当地形
象地称为“西农模式”。

“西农模式”以试验站为引领，汇聚了国家苹果产业技术
体系首席科学家和岗位专家，为苹果产业提供了优果生产技
术，初步建立了苹果生产技术标准和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尤以
白水苹果试验站、洛川苹果试验站、千阳苹果试验站、榆林山
地苹果试验示范站、庆城苹果试验示范站最具代表性。

以甘肃庆城县为例，依托“西农模式”，苹果产业实现了
质的蜕变，郁闭园间伐改造、矮化密植园建设、高标准苗圃培
育三个项目发展跻身全省首位，全县苹果产业正式进入发展快
车道。如今，庆城苹果已经远销北京、上海、广东等十多个省
市及韩国等东南亚部分国家。

截至目前，该试验站已推广旱地矮化密植建园20万亩，乔
化短枝苹果建园10万亩，郁闭园提质增效23万亩，累计培训
果农1.5万人次。

立足陕西，面向西北，促进旱区苹果优质高效生产的关键
技术落地生根，开辟科技成果进村入户快捷通道，有针对性地
开展果业关键技术研究与攻关，在黄土高原苹果产业全面转型
升级中深深烙上了自己的“西农印记”。

黄土高原苹果产业转型升级的“西农印记”
记者 耿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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