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溯90年峥嵘岁月，坚守强农兴农初
心，勇担职教强国使命。11月13日，结合
庆祝建校 90 周年，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党
委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及处级干
部，创新形式，通过实地参观西农大校
史馆、杨凌职院校史馆和学校滨河校区，
开展了一场“铭校史 守初心 担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

铭校史，传承先辈们不畏艰难、
勇于开拓的精神

绵绵细雨，透着初冬的寒冷，但是
依然挡不住大家高涨的热情。

走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史馆，3号
教学大楼显得古朴而庄重。通过观看历
史图片、实物展示、多媒体影像等，全
面了解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发展历史，
尤其是筹建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及附
设高职、开启西北地区农业职教先河的
壮举，传承先辈们不畏艰难、勇于开拓
的精神。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与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同根同源，通过参观学习，使大家进一
步了解了学校起源之根和发展历程。

“目前，学校升本、双高和新校区建
设如火如荼，任务艰巨、时不我待。作
为一名党员干部，我们要以百年树人的
战略眼光，以百舸争流的奋斗姿态，挺
膺担当、主动作为，为把学校早日建成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职业大学而努力
奋斗。”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生态环境工程
学院党总支书记孙承俊表示。

守初心，
充分激发处级干部“头雁作用”

在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校史馆，大家围
在一起，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深入了解学
校发展历程、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
的情况，重温学校一路走来的艰辛与荣
耀，增强对学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始终
坚守强农兴农的初心。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生物工程学院党总
支副书记陈吼表示：“今天我们全体处级
干部参加‘铭校史 守初心 担使命’主
题教育活动，我觉得非常必要，也很有意

义。今天的学习也收获良多，从历史的维
度，我们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和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两校同根同源，共同以‘经国本、
解民生、尚科学’作为我们的办学理念。”

1997年，国家在杨凌设立了我国首个
国家农高区，1999年，合并组建了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这是国
家改革的需要。杨凌示范区的发展定位就
是立足农业，面向农村，服务农民。陈吼
表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 《决定》
中，对于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了重要部
署，农业农村现代化大有可为。实际上就
在五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涉农高校

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的回信中就已经为
我们指明了方向，强农兴农就是我们的使
命担当。”

激活力，勇担职业本科、
新双高建设和新校区建设重任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滨河校区位于滨河
路以南、杨凌大道以西、河堤路以北、高
研路以东区域。总投资约25亿元，总用地
面积约1616亩，规划总建筑面积55万平方
米，建成后可容纳学生21000人左右。项目
以“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职业大学”
为目标，打造集教育培训、以教促产、以
产助教、产教融合等功能为一体的职教综
合体，将有效促进人才与产业深度融合，
实现学校人才培养水平再上新台阶。

“目前完成项目总体的65%，正在进行
二次结构、室外装饰、管道铺设等工作
……”在项目现场，相关负责人向大家介
绍项目规划理念、基础设施建设、空间布
局、功能分区及工程进展等情况。进一步
提振信心、凝聚力量，共谋发展大计，为
学校未来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和强有力的战略支撑。

“在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坚守强农
兴农初心，践行‘经国本、解民生、尚科
学’的办学理念，勇担职业本科、双高建
设以及杨凌职院新校区建设的重担，为培
养更多知农爱农的高技能人才，推进乡村
振兴建设，加快教育强国建设贡献自己的
力量。”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交通与测绘工
程学院副院长周波表示。

记者 刘松焘 魏争亮 刘智辉

从科研成果到新质生产力的“硬核”转变

作为全国唯一农林水牧专业齐全的职
业院校，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创新体制机
制，激发内生活力，充分调动科教人员科
技研发和成果转化的主动性、积极性，实
现更多科研成果向新质生产力的“硬核”
转变。

初冬时节，杨凌职业技术学院豆村农
场试验田里的小麦郁郁葱葱、长势喜人。
年近90岁的著名小麦育种专家、杨凌职业
技术学院研究员赵瑜研究员和团队科研人
员正一行一畦查看麦苗分蘖情况。

60多年来，扎根麦田，矢志不渝，赵
瑜研究员先后培育出“武农 981”“武农
988”“武农986”等9个小麦品种。这些品
种遍及黄淮麦区，累计推广9000多万亩，
助农增收65亿元。

赵瑜告诉记者：“我们在育种条件十
分艰难的情况下，只有另辟蹊径尽量减少
无效投入，就逐步形成了‘少投入高命
中’的育种法，反过来用这个育种法指导
我们的育种工作。”

为给赵瑜创造更好的科研育种环境，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专门成立了赵瑜旱区作
物（小麦）育种工程中心，组建了以博士
生、科研骨干教师为主的育种团队，从各
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在潜心研究的同时，
赵瑜还特别关注人才培养。

“赵老师已经快90岁了，他依然坚持
在农场带领着我们年轻人搞小麦育种，他

毫无保留地把育种经验传授给我们。我们
要把赵老师这种精神传承下去，育出更好
更多的小麦新品种。”赵瑜旱区作物 （小
麦）育种工程中心助理刘江梅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科技体
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着力打
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高
校科研人员是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队伍，

近年来，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通过校企合
作，实现“双向奔赴”。

这些天，在杨凌青皮她园火龙果基
地，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火龙果产业研发中
心的牛永浩博士忙着指导工人对火龙果种
苗进行冬剪。

2013年，牛永浩在基地调研时偶遇一
株从海南引进的“蜜玄龙”火龙果苗木长

势更优，便开始在“南果北种”的基础上
开始探索“南果北育”。经过5年时间的不
懈努力，团队先后培育出“秦红龙”“新
双色”两个我国北方地区自主培育的火龙
果新品种。

牛永浩说：“学校成立了杨凌职业技
术学院火龙果产业研发中心，提供了经费
和人员以及实验科研平台，在这个平台的
支持之下，这几年跟企业合作研发了两个
火龙果新品种，在市场上反应良好。”

除了新品种培育外，他们还联合青皮
她园火龙果基地制定出火龙果栽培技术标
准，将产业和技术一并输出，打破因种植
标准不一导致的产业效益低下的“卡脖
子”问题。

杨凌青皮她园火龙果基地运营经理郭
娟茹告诉记者：“两个新品种审定以后，2
年时间里，我们在全国已经推广了2000多
亩，客户反馈都非常好。”

秉承“经国本、解民生、尚科学”
的办学理念，杨凌职业技术学院聚焦现
代农业发展，建立健全“项目引领、成
果导向”的科研体系和运行机制，加大
资金投入力度，着力打造一流科技团
队，依托“两院两室七中心”研发平
台，育成农作物新品种 900 多个，获得
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495 项，在广袤大
地上谱写出高职院校服务国家战略的
壮丽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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