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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模三农

葡萄架前竞风流

本报汉中讯（农业科技报

记者 康军 通讯员 王佳伟）

在田间地头，以油菜薹为食

材，现场清炒、凉拌……烹饪

成一道道别具风味的绿色佳

肴，整齐地陈列在展台上接受

品鉴。3月1日，由陕西省汉

中市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中

心主办，南郑区农业技术推广

与培训中心承办的“2023年汉

中市油菜多功能利用暨菜薹

采摘品鉴会”活动在南郑区新

集镇富民家庭农场举行。

在活动现场，汉中市油菜

产业技术体系专家讲解了陕

油28、秦优919、邡油777、鸿

优66等8个油菜品种的特点，

并对油菜打薹技术进行实操

培训。随后，与会人员共同品

鉴了8个品种的菜薹美食，从

香味、口感综合评价，对各品

种菜薹进行打分，优选出更适

宜烹饪食用的品种。

利用油菜打薹技术解决

早花问题、增加低位分枝、降

低移栽密度，可以提高单株产

量。同时，打下的菜薹可以作

为时令蔬菜食用。油菜薹营

养丰富，富含多种维生素、胡

萝卜素等有益人体健康的营

养物质和微量元素，还能起到

促进消化、降血脂等作用。

近年来，汉中市农技部

门积极开展油菜多功能利用

研究，不断探索油菜产业发

展新途径。油菜多功能利

用，能有效提高油菜产值，为

农民开辟一条全新的增收渠

道，丰富群众的菜篮子，拓展

整个油菜生产产业链，提升

油菜生产的综合经济效益，

促进油菜产业发展。

水利部部署各地
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分红啦！陕西洛川
入股农户吃下“定心丸”

2023年汉中市油菜多功能
利用暨菜薹采摘品鉴会举行

每逢盛夏时节，走近陕西杨

凌，清波碧浪迎风起，串串葡萄

甜似蜜，辛勤的果农们忙碌地穿

梭于葡萄园中，脸上挂着幸福的

笑容。这富足的背后，人们不会

忘记一个人，他就是低调勤勉、

躬身实践的全国优秀科技工作

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

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副校

长、园艺学院教授、果树学博士

生导师王跃进。

少年怀壮志

小时候，听母亲与村里老人

说好好读书将来就有出息，有出

息就能干好事、干成事、干大事，

王跃进就在心底默默埋下一颗

爱学习的种子。

王跃进成绩好，老师经常表

扬他。一次家访，教语文的孟老

师听他家里人叫他“跃进”，很

是纳闷，因为他的学籍名叫王

勇。他父母一看瞒不住了，这才

说他上学时只有六岁，学校不

收，他又很想上学，父母就帮他

改了年龄换了名字。孟老师一

听，顺口就说让他再读一年，他

当下就急哭了。原来，孟老师只

是吓唬他，提醒他好好读书。自

此，他更加勤奋学习，想着将来

干一番大事情。

扬帆起远航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王

跃进报名参加了。高考结束，他

被西北农学院园艺学果树学专业

录取。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

吉林左家特区的中国农业科学院

特产研究所工作，他又积极考

研。研究生毕业，王跃进留校做

了助教。他选择葡萄栽培与酿酒

专业进行研究，兼任葡萄育种学

课程，也教实验课与栽培课。

1986年，导师鼓励他攻读博士学

位。1993年，博士毕业答辩前

夕，他收到美国佛罗里达农工大

学葡萄研究中心的邀请，去做访

问学者，一个月提供1000美元。

拳拳赤子心

美国学成归来，王跃进先后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

留学回国基金、教育部资助优秀

青年教师基金，农业部948引进

项目、高校博士点基金等重大科

研项目 15 项。迄今发表关于

RAPD新技术以及基因研究方

面的学术论文200余篇，多篇论

文被《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收

录，其中SCI收录论文76篇。

2022年，王跃进从事葡萄研

究已经41年，每每遇到别人称

赞时，他总是非常谦虚，说自己

只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在“导

师”“葡萄达人”“农业科学家”等

诸多称谓里，他最喜欢的还是第

一个。他说，国家要发展，农业

很关键，而农业要发展，从事农

业人员的素质很重要。当农业

院校的老师，可以聚天下英才而

教之，为国家培养农业人才。看

着一批批年轻人在自己的引导

下成长、成才，走向大学、科研单

位与服务“三农”的管理工作岗

位，他感到很欣慰。 （张淑霞）

——记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王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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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延安讯（李进 农业

科技报记者 张小雄）3 月 1

日，入股洛川民丰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 268 名社员，领到了

34.425万元分红股金。根据

入股份额，社员每人领到1500

元到53400元不等的红利。

家住陕西省延安市洛川

县菩提镇向阳村的村民杨黑

牛，在2017年通过国家扶贫

资金被吸纳进合作社，成为了

一名产业帮扶对象。2018年

合作社吸收社员时，杨黑牛又

将自己的1000元积蓄投入进

去，成为正式入股社员。“我以

资金入股合作社后，享受了合

作社的各项优惠政策，技术提

高了，成本减少了，苹果不愁

卖，年年还能领到分红，光景

一年比一年过的好。”拿到现

金后，他笑得合不拢嘴。

加入合作社以来，杨黑

牛在享受普通社员福利的基

础上，还有更多的“特殊待

遇 ”：购 买 农 资 时 多 便 宜

20％；逢年过节都有 500 元

慰问金和米面油；春耕时能

领到补贴金和肥料，入夏能

领取降温茶和苹果套袋；合

作社还出资为他们家整修了

院落，改善了环境……

洛川民丰农民专业合作

社成立以来，按照“企业+合作

社+基地+社员”的模式，以菩

提镇为中心，辐射全镇8个行

政村和周边乡镇，持股社员达

168 户，吸收股金达 130 万

元。同时在国内10多个大中

城市设有苹果直销窗口，还将

优质洛川苹果出口到俄罗斯

及中东和东南亚各国，销量逐

年递增。

本报运城讯（农业科技报记

者 李富辉 通讯员 牛东海）近

年来，位于山西省稷山县太阳乡

小阳村的向阳山楂专业合作社，

因其带领群众科学种植，从而使

古老的山楂产业焕发出勃勃生

机，产品“晋楂阳”山楂名扬四

海，荣获农业农村部绿色产品认

证，合作社也被评为国家级农业

示范合作社。

小阳村山楂种植已有多年

历史。2011年，小阳村山楂产业

出现品种退化、技术落后、商品

率低等问题，产业发展一度陷入

瓶颈。当时小阳村党支部副书

记、村主任杨云山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心里盘算着如何将这一传

统产业适时保持并发扬光大。

经过深入的调查思考，他选择了

科学种植，走专业合作社这一发

展模式。

说干就干，立说立行。成

立合作社，在大力开展山楂生

产技术培训提高果品质量的

同时，注册了“晋楂阳”山楂专

用商标，与山西农业大学、浙

江大学共同制定了山楂规范

化种植技术研发项目，被运城

市确定为“市级山楂标准化生

产示范区”“农业科技创新示

范基地”。

截至目前，合作社发展会员

462户，种植面积达3700余亩，

年产“晋楂阳”山楂 1000 余万

斤，其带头首创全国山楂以枝换

果，短枝修剪新技术，使商品率

由原来的30%提高到95%，产值

由原来的每亩收益2000元提高

到8000元。

日前，各地已陆续进入春灌

春播季节，为切实加强春灌组

织、协调和指导，水利部2月28

日印发《关于加强农业用水管理

做好2023年春灌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级水

利部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全力

保障春灌用水，为夺取夏粮丰收

提供坚实水利支撑。

《通知》要求，一要多措并举

提高灌溉水源保障能力。提早

谋划、科学调度，充分挖掘现有

工程调蓄能力和供水能力，尽最

大可能增加灌溉可供水量。要

求长江流域灌区结合去年抗旱

保供水检视复盘情况，抓紧查漏

补缺，努力增加春季抗旱水源；

黄河流域有关灌区充分考虑引

黄闸改建影响，做好临时供水保

障，确保春灌用水不受影响。二

要加强灌溉用水科学调度，强化

降水、来水、蓄水、供水等信息监

测，指导灌区优化灌溉供用水计

划，科学合理配水、精打细算用

水，具备条件的灌区依托信息化

技术实现用水精细化调度。三

要加强农业用水管理，落实用水

总量控制和用水定额管理，发挥

灌溉试验站作用，开展土壤墒情

测报和农作物需水预测，进行节

水灌溉技术指导。四要加快大

中型灌区现代化建设改造，统筹

灌区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灌

排工程体系，不断提高灌溉保证

率和应对重大旱情的基础能力。

当前春灌重点是冬麦区，主

要在黄淮海平原地区。截至3月

2日，全国已有12个省625处大

中灌区开始春灌，累计引水超过

25亿立方米，灌溉面积2141万

亩。其他地区灌区主要根据蓄

水、农业种植、土壤墒情等情况进

一步优化调整灌区供水计划，做

好灌排工程巡查维护等工作。

（据《农民日报》）

山楂树结出“致富果”

3月3日，在第三十届杨凌农高会

春季分会暨第十五届西部（杨凌）农资

苗木交易会华圣种苗展位前，工作人

员向果农介绍脱毒分枝苹果大苗的

特性。据了解，华圣种苗公司年产嫁

接用砧木2000万株，实现从组培、育

苗到种植、果品加工、销售全产业链，

机械化、标准化。

农业科技报记者 燕军锋 摄

华圣种苗
受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