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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

伙场庭院“小经济”撬动乡村“大振兴”

近年来，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紧

紧围绕乡村振兴总目标，学习借鉴浙

江“千万工程”经验，认真贯彻中央一

号文件和国家乡村振兴局、农业农村

部关于鼓励引导发展庭院经济的指

导意见精神，创新发展伙场庭院经

济，探索出“12345”的发展模式，深刻

改变了乡村面貌，发展成果得到省市

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认可，伙场庭院经

济示范户户均收入增幅比一般户高

5000元以上。

榆阳区聚焦“改善人居环境、增

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让群众

在家门口致富”目标，坚持依法依规

和实事求是两项原则，因地制宜选择

宜居、宜业、宜游发展路径。聚焦种

养提质增效，以“4+2+X”现代农业产

业布局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按照“宜种则种、宜养则养”的思路，

统一采购、统

一种植、统一

销售，科学扩

大种养规模，

有效提升经

济效益，全区

发展伙场庭

院经济种养

殖 户 6.7 万

户，伙场庭院

经济收益占

群众总收入

的比重达到

90%以上，让

“方寸地”变

为“增收园”。聚焦资产盘活利用，按

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

继承发展”的方针，全面启动古村落、

旧民居保护利用工程。特别是针对

南部丘陵沟壑区规模化种养产业发

展条件不足、人口大量流失的现状，

充分利用近郊区位和交通优势，深度

挖掘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资源，大力发

展民宿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镇

川镇、古塔镇等南部 6 个乡镇全域实

施废弃窑洞改造，朱寨村、王岗畔村

等民宿集中村应运而生，带动群众户

均增收近6000元，让“废弃房”变为

“聚宝盆”。聚焦环境整治提升，按照

“点上出彩、线上成景、面上美丽”的

要求，全方位开展“乡村大花园”建

设，重点实施“六化”达标行动，以产

业生态化、伙场景观化、村组城镇化

理念推动“产、景、村”融合发展，让群

众安居更宜居，2022 年，全区确定

176 个宜居示范村庄，实施改房、改

圈、改厕“三改”工程8811户，砖硬化

入户道路240公里，让“旧小院”变为

“后花园”。聚焦农旅融合发展，依托

骨干型旅游景区，将周边和沿线伙场

庭院升级改造，发展住宿、饮食等配

套业态，实现“吃住行游购娱产学研”

一站式服务，让游客有宾至如归的游

玩体验，2022 年全区乡村旅游接待

游客447万人次，乡村旅游收入达到

8.2 亿元，让“小业态”变为“大产

业”。聚焦利益联结共享，坚持把农户

嵌入到产业发展链条中，通过“政府搭

台、商会助推、企业唱戏、群众参与”的

机制，组建混合所有制公司，一体推进

“沙地上郡”公共品牌运营和伙场庭院

特色农产品展销，每年至少为镇级经

济合作总社各分红 10 万元。镇级经

济合作总社通过资源整合、项目引进、

资金支持等方式，联合有条件的村级

股份经济合作社与龙头企业合作，将

现有玉米烘干、杂粮加工等小型加工

作坊，整合为现代化加工厂，形成风险

共担利益共享抱团发展模式，让“小作

坊”变为“大车间”。

下一步，榆阳区将认真贯彻落实

中省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

署，坚持规划先行、产业带动、人才支

撑、制度保障，努力将“伙场庭院经

济”打造成为具有榆阳特色的“千万

工程”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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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杨凌讯（农业科技报记者

冯玉龙）8月19日，以“建设农业强国

与实现全面乡村振兴”为主题的

2023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在

陕西杨凌举行。年会开幕式由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

授夏显力主持。

作为大会承办方，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吴普特在开幕

式致辞时表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

建设、实现农业强国的基础路线，而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始终牢记使命，为我

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

供了大量的人才和科学技术支持，持

续实施人才强校、国际化、信息化三大

战略，履行服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

态文明、人类健康和乡村振兴四大学

科使命，努力向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

一流农业大学迈进。此次年会的举

办，不仅是学术交流与沟通的一个过

程，更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向大家学

习的好机会，希望能够更多地吸收各

个兄弟院校，在农林经济管理类学科

方面的先进的、成功的建设经验，以及

在学科建设中好的做法，为今后推进

建设农业强国与实现全面乡村振兴贡

献力量。

大会主旨报告阶段，在浙江农林

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沈月琴的主持

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

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人民大学党

委常委、副校长朱信凯作了题为《我们

需要培养一批青年思想家》的报告；农

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党组成

员、副主任杨春华作了题为《推进以人

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时代背景、关键

任务、主要路径》的报告等。在教育部

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万俊毅的主持下，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

评议组召集人、南京农业大学钟山首

席教授朱晶作了题为《中国式现代化

视域下的粮食安全：转型挑战与实现

路径》的报告等。

本届年会还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

家学者作主旨演讲和学术前沿报告，

设置涉农企业家和学者多个主题专

场，采用口头报告等多种形式进行学

术交流。

据了解，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

年会（CAFEA）是中国农林经济管

理学科学人的年度学术会议，是一

个聚学术性、开放性和引领性于一

体的学术交流平台。本届年会由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

评议组、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经济

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联合主

办，中国农业经济学会青年（工作）

委员会、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青

年学者委员会、中国农村发展学会

青年工作专业委员会协办，由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协同创新研究

基地、西部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陕西

省乡村振兴发展智库承办。

2023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在陕西杨凌举行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8

月 20 日至 22 日，我国中东

部地区将出现一次大范围

降雨过程，大部地区有中雨

或大雨，其中陕西、四川、云

南、西藏、湖北、湖南、安徽

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

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

等强对流天气，给部分地区

农业防汛救灾带来压力。

为切实抓好农业防汛抗洪

救灾，农业农村部 8 月 19

日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农业

农村部门始终绷紧农业防

汛救灾这根弦，克服麻痹大

意思想，进一步强化组织领

导，压紧压实责任，持续加

力抓好各项防灾减灾措施

落实，确保责任到人、措施

到位，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

失，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狠抓灾后生产恢复。组

织专家科学评估灾害影响，

加强分类指导，因地制宜落

实生产恢复措施。对倒伏

较轻的玉米等秋粮作物，喷

施叶面肥加快成熟、喷施杀

菌剂预防病害和穗腐。倒

伏严重的尽快抢收，尽可能

用于青贮。对受灾作物，要

加强肥水管理，落实“一喷

多促”等措施，促进正常生

长发育，确保安全成熟。搞好种子、种苗、化

肥、农药、疫苗等生产资料调剂调运，及时修

复种养设施，满足灾后生产恢复需要。协调

有关保险机构对受损设施和农作物尽快定

损、理赔。

全力防控动植物疫病。指导养殖户对

受淹的畜禽圈舍、畜禽用具和养殖水体等进

行全面消毒，及时对死亡畜禽和水产品进行

无害化处理。加强疫情监测，及时调拨动物

防疫应急物资，根据实际开展紧急强化免

疫，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针对降雨后田间

湿度大，利于玉米南方锈病、大小斑病等重

大病虫害扩散流行的情况，强化监测调查，

及时发布病虫信息，全面落实“发现一点、

防治一片”防控措施，大力推进统防统治和

应急防治，坚决遏制病虫扩散蔓延。

（据《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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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印发通知，

部署开展全国秋季农作物种子市场检查工作，

全力保障秋冬种用种安全。此次检查重点聚

焦小麦、油菜、蔬菜等秋冬种作物，加强种子质

量、标签标识、生产经营、网络销售等相关情况

的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套牌侵权、以

次充好、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特别是对河

南、湖北、陕西、河北、山西、江苏、安徽、山东等

受“烂场雨”影响较大的省份，要求市场检查做

到全覆盖，重点加强小麦种子质量监管，严防

不合格种子入市下田。

针对今年一些地方小麦种子市场启动有所

提前等情况，要求各地加强种子供需调度和余缺

调剂，搞好选种用种技术指导服务，确保秋冬种

用种安全。 （据《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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