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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秋粮进入产量
形成关键阶段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眼

下，全国秋粮正在进入产量形成关

键阶段。从农情调度情况看，大部

分地区秋粮作物长势好于上年。

“你看，玉米长势喜人，今年

通过‘大豆+玉米’套作新模式，

收入估计能增加不少。”在广西

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南区瓦塘

镇泽周村，种粮大户印长喜和同

行讨论着庄稼长势，今年复合种

植模式带来的收入成了大家热

议的话题。

“今年6月份，当地农业农

业局为大家进行了特色农业技

术专题培训，通过学习和了解，

种粮户对大豆玉米套种有了认

识，同时邀请农技专家到现场指

导，现在该村一下子种了 250

亩。”村支书吴旺柱介绍。

“当前正是粮食生产的关键

时期，全区各地正采取多种措

施，确保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4234.5万亩以上，总产量139亿

公斤以上。”广西农业农村厅相

关负责人表示，坚决落实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任务，及时将任

务落实到地到人，通过强化技术

服务、政策宣传等方式，抓好大

豆、玉米、马铃薯等旱粮作物生

产，确保全面完成152.3 万亩的

大豆种植任务。

农谚讲“七月十五定旱涝、

八月十五定收成”。农业农村部

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

朱娟表示，预计9月下旬全国秋

粮陆续进入收获期，未来1个月

是旱涝灾害易发多发期，农业农

村部将指导各地抓好秋粮田间

管理和防灾减灾，落实落细“一

喷多促”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

全力夺取今年秋粮丰收。

（据人民网）

赵政阳：打造硬核果业“中国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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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宝鸡讯（全媒体记者周俊鹏

通讯员 罗红昌）近日，在陕西省宝

鸡市千阳县南寨镇千塬村温室大

棚里，记者看到，一株株撑着褐色

“小伞”的羊肚菌错落有致的排列

着，乳白色菌杆支撑着灰褐色伞

状菇朵，长势喜人。“千塬村羊肚菌试

种成功了，出菇齐，长势旺，有望能卖个

好价钱！”基地负责人小白介绍说。

今年以来，千塬村干部和驻村

工作组齐心协力、放大格局，分析研

判村域产业发展，围绕打造特色农

业“新品牌”，全面整合发展要素、调

研市场、争取资金，寻求产业转型发

展新路，积极引进号称“地里黄金”

的羊肚菌产业，按照“先试种、后扩

展”的发展思路，借助现有农业设施

产业园大棚优势，形成集种植、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羊肚菌产业链。

目前，千塬村成功试种的13

座大棚羊肚菌，每棚能收鲜菌300

公斤，产品深加工后，根据市场价

干菌每公斤可卖600-700元，实

现利润18余万元。

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
这十年这十年这十年这十年

全媒体记者 闫瑜涛 郭媛媛

近日，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赵政阳教授团队育成的优质晚熟

苹果新品种“瑞香红”通过国家审

定。这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继

“瑞雪”“瑞阳”后又一苹果新品种

通过国审。

这些成就的取得，源于国家

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陕

西省苹果产业技术体系、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白水苹果试验站首席

专家赵政阳教授及其团队始终坚

持“让国人吃上国产好苹果”的信

念，不懈执着于本土苹果新品种

研究20余年。

用科技之笔，答好时代之问

近十年，是中国农业包括果

业在内的整个产业结构、产业布

局调整的一个转型期，拿苹果来

说，从2012年到2022年这十年

期间，特别是2014、2015年前后，

中国苹果产业处于一个相对较大

的变革期。可以说，“好的不多、多

的不好”，苹果市场发生了根本性

的改变，水果多元化对整个苹果市

场也形成较大的冲击。此外，从产

区、产地看，陕西已经超越山东，成

为全国最大的苹果生产省份。陕

西境内的陕南发展起来后，陕北地

区的苹果产业也在快速发展，区域

布局结构都在进行调整变革。

赵政阳认为，“在这个变革

期，从科技上如何推动产业的发

展？从技术上能做些啥？这就是

我们的落脚点。”

“我的理解，一是要有原创科

技成果，二是科技成果的推广应

用。”赵政阳表示，原创的科技成

果，就是能拿得出手的响当当的

原创技术，这些技术要适应中国

的市场、适合中国的生态条件。

同时，要能把这个技术推广下去，

让千家万户的老百姓能够应用。

明确新方向，展现新作为

第一，变革栽培模式。这涉

及农村劳动力的变化，一个要省

力化，一个要优质化。赵政阳进

一步解释道，“省力化，比如我们

研究推广的化学疏花疏果、简化

修剪、矮化高效栽培等技术，实质

上都是为此服务的。优质化，就

是如何提高生产效率，比如病虫

害的绿色防控、水肥的精准化管理

等一系列技术等。其中，2021年

荣获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的轻简化栽培技术，把我们十几年

的工作做了总结，提出了两种模

式。一种是省力化的乔化栽培模

式，适合农民一家一户；一种是高

效的矮化栽培模式，适合企业规模

种植或适度规模种植，可根据不同

区域配套适合的栽培模式。”

第二，调整品种结构。目

前，中国苹果产业的核心问题是

品种单一。这在整个中国的水

果市场多元化的环境下，已经极

度不适合市场发展。“我们提出，

苹果品种要优质化、多元化。一

是自主培育，二是从国外引进。

在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严格的国

际环境下，从国外引进新品种已

经变得越来越难。而自主培育新

品种又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完成

的，比如我们投入了近20年的时

间进行优新品种的选育，近10年

才培育出了瑞阳、瑞雪、瑞香红、

秦阳、秦月、秦韵等品种。虽然自

主培育新品种存在各种艰难困

苦，然而这是一条必须要走的路，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选出中国自己

的好品种，而这才是中国苹果产

业的‘芯’。”赵政阳如是说。

20世纪80年代，我国就引进

了日本的红富士苹果，但经历了

四十多年的示范、检验，才形成今

天在全国广泛种植的局面。为促

进自育优新品种的产业化，组织

相关企业打通苹果产业产前、中、

后各环节，在中国苹果产业发展

的新格局变化下，探索出了瑞雪、

瑞阳、瑞香红苹果发展联合会这

样的新型推广模式。仅仅5、6年

时间里，瑞雪、瑞阳、瑞香红三个

品种的推广面积已近30万亩，这

在中国是一个奇迹。

本报渭南讯（全媒体实习记者 梁方方 通讯

员 严倩雯）“养了4个多月的生猪，今天出栏600

头，这是今年出的第二批了，为村集体经济创造

了一笔可观的收入。”陕西省华阴市孟塬镇营里

村党支部书记张西平喜笑颜开。8月3日，在孟

塬镇营里村生猪养殖基地外，一辆带高围栏的

卡车格外耀眼，工作人员正在将生猪装车，营

里村今年养殖的生猪成功出栏销售。

据悉，营里村生猪养殖基地于2021年初

建成并投入正式使用，是孟塬镇首家由村集体

建设的标准化生猪养殖场。2020年，营里村在

孟塬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修建3栋标准

化厂房，一栋料库和6间员工宿舍，占地面积

6000平方米，安装了自动料线、料塔、锅炉和粉

碎设备，购买了发电机、稳压器等设施设备。

“为了规避风险，保障村集体的基本收

益，今年年初我们和生猪养殖公司签订合

作协议，公司派技术员入驻养殖基地，全程

指导养猪场生产。”张西平说：“经过4个月

零 8天，此次出栏的 600头，公司按照合同

约定200元一头回购，我们村集体可以入账

12万元。”

陕西省宝鸡市千阳县南寨镇：

小小羊肚菌 拓宽致富路

在陕西，“御石榴”是

陕西省咸阳市乾县、礼泉

一带传统种植、久负盛名

的驰名石榴品种，果实圆

球形、极大，单果平均重

750克，最大果重1500克；

果面光洁、底色黄白、阳面

浓红色、果皮厚；籽粒大、

汁液多、味甜酸，品质中

上。民间传说，“御石榴”

因唐太宗和长孙皇后喜食

而得赐名“御石榴”。

据悉，“御石榴”果实

圆球形、极大、果面光洁、

底色黄白，阳面浓红色，果

皮厚；籽粒大、色艳、汁鲜、

味美、酸甜可口，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 16％，具有健

脾、开胃、润肠、止咳、生

津、化痰、美容、降压、通脉

之功效。

因此，以“御石榴”为

代表的陕西石榴，不仅仅

在全国各地有着众多的历

史典故和民间传说，在每

个石榴产区也都有与石榴

相关在历史传说，都有可

以依托的石榴文化品牌。

礼泉石榴与唐太宗李

世民有关,乾县石榴与武

则天有关，三原石榴与长

孙皇后有关，这些民间传

说和典故与现有昭陵、乾

陵等构成了“御石榴”即陕

西石榴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人文及资源文化，让

陕西石榴品牌价值在民众

和消费者之间，拥有了无

穷无尽的升值空间，因此

打造和维护陕西以“御石

榴”为核心的石榴品牌，将

是石榴产业发展战略的重

要内容。

眼下，“御石榴”品牌

如同一朵娇艳的花朵里

中心位置的花蕊，漂亮的

花瓣是围绕着花蕊展开

的，那么相关企业的品牌

也是围绕着品牌核心价

值去建设的，如果稍有偏

差，就会前功尽弃。品牌

定位决定了品牌核心价

值，这两者是前后关系，

对于品牌构建至关重要，

不能有丝毫差错，不然后

面的品牌建设与管理工

作将会归于零。

首先，陕西是世界石

榴的基因库，这就代表着

陕西石榴的生命力。

其次，是人文历史感

染力，对石榴品牌核心价

值是具有强烈感染力的，

激发人们的购买力。

最后，是历史文化助

力石榴的传播力，这些与

历史典故、与产品本身、与

互联网时代继往开来、承

上启下的互动，抑或是传

承了前人的深厚文化与先

进技术，同时开启产品营

销的各种通道。 （颉魁）

唱响“御石榴”品牌
引领产业兴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