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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农大全国首家“头雁”发展联盟在陕西榆林榆阳区揭牌

西农大教授为啥五次来榆阳？这场会上或许有答案

陕西全力确保
淤地坝安全度汛

本报榆林讯（农业科技报记者 王婕）

5月7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乡村产业振

兴带头人“头雁”发展联盟榆阳分会揭牌

暨专家工作站签约仪式，在陕西省榆林市

榆阳区顺利举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罗军、榆阳

区委书记李忠宏共同为“头雁”发展联盟

榆阳分会揭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继续

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院长王雄，榆阳区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委办主任王君，榆

阳区副区长高来伟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专家教授，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头雁”培

育学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头雁”专家工作站与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进行签约；与会领导为“头雁”专

家工作站授牌；会议宣读首届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发展联

盟榆阳分会理事会成员名单；部分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教授及“头雁”学员作交流发言。

同日举办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乡村

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发展联盟榆阳分

会会员大会上，表决通过了联盟分会章

程，并选举产生联盟分会理事会理事长、

副理事长、秘书长。

据悉，去年4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与榆阳区政府建立校地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校地双方在技术创新、产业发展、

服务民生等方面开展了深层次、多领域的

务实合作。2022年6月7日，榆阳区率先

开展“头雁”培育，按照“三段式培训”模式

开展，2023年2月19日，完成了首批47

名“头雁”培育工作。通过为期一年的培

育，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头雁”项目，提供

了可借鉴、可复制、可参考的“榆阳经验”，

为各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打造了示范样板。

此次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发

展联盟和专家工作站正式成立，是建立

“头雁”培育及跟踪服务平台的新探

索，形成了持续加强对“头雁”的跟踪

服务和技术指导的新机制，进一步放大

了“头雁”培育效果。这项有益的尝

试，有助于深化区校合作，促进“头雁”

产业发展，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速技术

转化，助力“头雁”产业规模扩大和高质

量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头雁”联农

带农能力。

5月7日，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想必

聚集了最多的目光，就跟一年前一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

“头雁”发展联盟榆阳分会会员大会，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榆阳区政府校地合作

座谈交流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乡村产

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发展联盟榆阳分会

揭牌暨专家工作站签约仪式……

在这三场重磅会议背景下，榆阳区

再次向全国宣示：“头雁”发展不停顿、

跟踪服务不止步。参加活动的全国知

名设施农业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二

级教授邹志荣说，这是他自2022年 5

月以来，为了“头雁”项目，一年内5次

来榆阳。

对于中国的“头雁”培育来说，在陕

西省乃至全国率先实施该项目的榆阳，

无疑最具标志性意义。

去年7月31日，陕西省榆林市榆阳

区首期乡村振兴产业带头人“头雁”培训

班第一阶段第二次集中培训班导师上门

指导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简称“西农

大”）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院长王

雄，带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邹志荣教授、

于三科教授、徐怀德教授、陈军教授、张

保军教授，郭亚军副教授、周会玲副教授

组成8人专业导师团队，组织全班学员，

先后来到了芹河镇酸梨海则村设施大棚

基地、芹河镇沙盖妹加工厂、补浪河乡思

耀国家庭农场、榆阳区绿兴农业、补浪河

乡肖海忠家庭农场、小纪汗乡万堆林家

庭农场实践基地，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和

服务，开展实地考察、交流与互访。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乡村产业振兴

带头人“头雁”发展联盟榆阳分会揭牌暨

专家工作站签约仪式上，榆阳区委书记

李忠宏表示，榆阳区委、区政府将始终把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全面

落实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

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坚持校

地合作、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发展道路，探

索既符合学校培养卓越农林人才教育目

标，又符合榆阳乡村振兴实际需要的发展

道路，坚定不移、一以贯之坚持下去，在更

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共赢发展。

通讯员 汪月琴 农业科技报记者 王婕

本报西安讯 (农业科技

报记者 靳民）5月10日，陕

西省水利厅召开会议，传达

全国水库安全度汛工作视

频会议精神，要求全省水利

部门落实责任，加强防范，

全力确保淤地坝安全度汛。

据了解，陕北淤地坝3.4

万余座，占全国一半以上。

库坝大多修建于上世纪50

至70年代，建设标准不高，

自动监测和预警设施不健

全，应急处置水平偏低，安全

度汛压力较大。特别是延

安、榆林两市淤地坝数量众

多，遇到大面积、高强度、长

历时降雨，极易出现垮坝甚

至连环垮坝事件。

陕西省水利厅要求，汛

期要严禁各类淤地坝蓄水运

用。一旦出现险情，要第一

时间组织做好群众转移避险

和险情处置，并按规定时限

做好出险信息报告。水利部

门要积极推动地方政府认真

落实2023年4月1日起施行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

护法》规定，将淤地坝工程防

汛纳入地方防汛责任体系，

指导督促乡镇人民政府逐坝

落实防汛行政责任人和巡查

责任人，每座淤地坝都要落

实行政、巡查、技术“三个责

任人”，大中型淤地坝“三个

责任人”名单要在当地媒体

公示，并逐级报水利厅、水利

部和黄委会备案。要紧盯重

点单位、重点部位、重点责任

人，督促掌握雨水险情、防汛

预案、值班值守、工作措施等，

落实“三个重点环节”，确保万

无一失、安全度汛。要备足抢

险料物，严阵以待防御，一旦

出现险情，迅速进入紧急状

态，坚决做到抢早、抢小、抢

住，确保库坝安全。

本报杨凌讯（农业科技报记

者 行波 仵佳伟）5月 10日-11

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

研究所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主

办，作物抗逆与高效生产全国重

点实验室和杨凌种业创新中心协

办的全国小麦抗病遗传育种会议

在陕西杨凌召开。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农业

科学院作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赵

振东发布了国家小麦育种联合攻

关抗病小麦新品种和新种质目录，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小麦良种重

大科研联合攻关专家委员会首席

专家许为钢作《我国小麦品种改良

的战略性思考》报告，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校长吴普特致辞，农业农村

部种业司品种创新处一级调研员

厉建萌，陕西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

视员许西利出席会议。会议由中

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

究员、国家小麦育种联合攻关秘书

长孙果忠主持。

会议围绕小麦抗病遗传改良

主题，邀请著名专家学者进行学术

交流。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

研究所党委书记刘录祥研究员作

《小麦产业科技研发现状与展望》

报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

学院教授王晓杰作《基于寄主与病

原菌互作探索广谱抗病材料创制

途径》报告，浙江大学教授马忠华

作《小麦赤霉病防控技术研究进

展》报告。受中国工程院院士、作

物抗逆与高效生产全国重点实验

室主任康振生委托，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副教授曾庆东作《作物抗病性

与病害持续控制》报告。

据了解，此次发布的国家小麦

育种联合攻关抗病小麦新品种和

新种质目录，总结了近年来我国小

麦抗病育种发展取得的成效，鉴定

评选出抗条锈病品种（系）12个、抗

叶锈病品种（系）10个、长江中下游

抗赤霉病品种（系）14个、黄淮南片

中抗赤霉病品种（系）18个、抗白粉

病品种（系）30个、中抗纹枯病品种

（系）8个。

此次大会通过开展试验田观

摩、学术交流、发布小麦抗病新品

种等活动，有助于促进抗病遗传育

种科研人员开展深度合作和资源

共享，对加快培育抗逆高产小麦品

种、实现小麦绿色高效可持续生

产、全面推进种业振兴作出了积极

的推动，切实履行保障粮食安全这

个“国之大者”的重大使命。

全国小麦抗病遗传育种会议
在陕西杨凌召开

杨凌农科专家杨凌农科专家““把把脉”甜瓜解民忧
近日，陕西省出现大范

围雨雪、降温、霜冻天气，对

农作物造成了不同程度的

危害。其中，蒲城县的西甜

瓜 生 产 受 到 了 严 重 的 影

响。对此，杨凌老科协第一

时间组织专家团队赶赴现

场进行指导，解决受灾问

题。图为专家查看西甜瓜

受灾情况。

农业科技报记者耿苏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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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粮是全年粮食生

产的第一季，产量超过全

年粮食产量的五分之

一。作为夏粮最早成熟

的麦区，近期西南麦区迎

来大面积开镰收获。农

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

显示，西南冬小麦收获已

过三成。

数据显示：今年全国

冬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

3.3亿亩以上。按照地区

划分，我国冬小麦种植分

为西南、西北、华北和黄

淮海、长江中下游4个区

域。“当前，要重点落实

好小麦‘一喷三防’，组

织好跨区机收，持续抓

好机收减损，把丰收的

基础转化为丰收的果

实。”农业农

村部种植业

管理司农情

信息处处长

朱娟说。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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