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临潼区 50 余
万亩小麦即将进入灌浆
期。为确保小麦稳产增
收，很多像苏丹这样的农
技人员活跃在田间地头
指导农户及时开展防治，
为小麦“把脉开方”。

“我从事农技推广工
作 10 多年了，已经习惯
了和土地打交道，希望帮
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让种地越来越挣钱。”出
于对农业的热爱，2013
年，苏丹从石河子大学农
学院毕业后毅然选择回
到农村。他通过科技服
务，将前沿的科研成果转
化为实用高效的农业技
术，为农民带来实实在在
的收益。 蒲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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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农业增效 稳定粮食生产

年纪大的农民种不动地，“80后”不想种地，“90
后”不懂种地，“00后”不问种地。聚焦解决“谁来种
地”问题，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构建现代农业经
营体系，提出了破题良方。那么宝鸡市凤县又有哪
些“土方子”呢？

陈文东是凤县凤州镇白石铺村的苹果种植大
户。最近，家里的25亩苹果花竞相绽放，可他却愁
上眉梢。陈文东说“苹果花期比较短，也就是十天
到十五天，疏花要在十天左右要疏完。家里就我和
我妈两个劳动力，干不过来。”

一上午的时间，陈文东家近2亩的苹果地已完
成蔬花。今天，同村的潘宁也来给他干活了，他既
是合作社成员也是苹果种植户。他种苹果20多年
了，早在五年前凤县沐农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

他就把果园全部托管给合作社。“合作社有免费的
技术指导，我也跟着在不断地学习、进步。在这五
年里，我以前苹果亩产从三千斤涨到了五、六千斤，
人家有文化、懂技术，比我种的好。苹果也不愁销
售，他们全权为我销售。”潘宁说道。

近些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农村劳动
力长期大量向城镇转移，出现农业兼业化、农村空
心化、劳动力老龄化趋势。凤县同样面临“谁来种
地？怎么种地？”的问题。

如今，“田保姆”来了，农业社会化服务正在凤
县悄然兴起。在凤县平木镇这种农业社会化服务
正在被“整镇推进”，全镇8个村675户1715亩已经
被托管，不仅让“小田块”变成了“大场田”，也让种
地更有性价比了。

凤县农业生产托管主要以林麝、花椒、苹果产
业为主。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抓手，凤县多
方搭建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在全县374家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中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20余个，服
务农户800户，实现节本增收300余万元。

农户下单，“田保姆”接单。农机服务、农技服
务、“保姆式”全托管、“菜单式”半托管……各类农业
社会化服务组织正在凤县大显身手。截至目前，在
凤县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面积已达2万亩，其中花
椒、苹果、核桃、粮食等种植业托管社会化服务面积
7750亩，农机社会化服务面积12000亩。专业化、标
准化、规模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不仅让农户们
由“下田种地”升级为“袖手管地”，还实现了农业产
业节本增效。 通讯员 孙文芳 白星利 郭政霖

凤县：“田保姆”托管万亩良田 让农事更高效

残膜回收、秸秆还田、物资发放、覆膜播种……
如今，行走在佳县的乡间田野，从传统的“镐锄镰
犁”到如今的“金戈铁马”，农业机械“各司其职”，

“包揽”全部工作。200台农机穿梭在葭州大地的田
间地头，奏响春耕备耕“进行曲”。

眼下，方塌镇折家畔村的高标准农田里，大大
小小的翻地机、覆膜播种机、撒肥机等隆隆作响。
看着自家的几十亩耕地一会儿工夫就被耕种完毕，
村民李长和高兴地说：“以前牛拉人扛，这80亩地需
要个把月才能种完，现在有了农机合作社的高效农
机，2天就完成翻、耕、种、覆膜了，效率提高了，产量
上去了，还有政府补贴，我也能甩开膀子去做些别

的事，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李长和所说的农机合作社就是佳县新远农机

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拥有植保无人机等各类农
机具119台（套），向农户提供“耕、种、防、收”一体化
服务。“目前已耕种 6800 亩次，计划 5 月底完成近
20000亩次，为本地农业抢收抢种、增产增效发挥积
极作用。”新远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锦波说。

伴随着轰鸣声，一架植保无人机在方塌镇杨塌
村上空盘旋，沿着高粱田飞向远处。种植户马怀能
说，为了防止后期病毒肆意、杂草丛生，他专门请来

了无人机飞手给粱田播撒一遍“营养套餐”。“这‘营
养套餐’防病防虫除草都兼顾。从前没有无人机的
时候，背着药桶打药累得很，10亩地一个人需要一
天，现在十来分钟都打完了，省时又省力，防病虫害
效果还好。”

春耕备耕正当时，抓好基础促丰收。“现已组织
35 家农业主体，配备 236 台套农机具及 8 台无人
机。”佳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截至目前，全
县完成耕种面积近3万亩，为全年粮食增产、农民增
收开好头、起好步。 通讯员 魏杰鸰 张娜

佳县：百台农机“闹”春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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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府谷县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
把握浙江“千万工程”经验的精髓要义
和理念方法，坚持政府主导、农民主
体、生态优先、融合发展、统筹协调、突
出重点、因地制宜、分类实施的原则，
在守牢保障粮食安全、防止规模性返
贫两条底线的前提下，加快农业强、农
民富、农村美的和美乡村建设，推动乡
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
兴，着力打造“以农促旅、以旅兴农、农
旅融合”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在府谷县武家庄镇高庄则村，一
幅栩栩如生的现代农业画卷正在绘
制。2022年，三名农科大学生来到高
庄则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在这里设立
无土栽培温室大棚实验基地，在温室
大棚内进行草莓、番茄、黄瓜等作物的
无土栽培，迄今为止，培育已颇具成
效。

“无土栽培和传统的土培相比，可
以更有效地防止病虫害，充分满足作
物所需要的矿质营养、水分、气体等环
境条件，也更加省水、省肥、省工。”大
棚负责人何德亮在谈及无土栽培技术
时提到。大棚里的作物产量稳定，四
季皆有产出，能够很好地满足市场需
求。

此外，大棚也以农业生态采摘园的模式对外
营业。通过以农村为空间、农业为主体、城市居
民为客源的“大农业与大旅游”有机结合的发展
模式，以农促旅，以旅兴农，极大地带动了乡村旅
游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居民的就业、增加了农
民的收入，也为府谷县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发展“庭院经济”对于提升乡村颜值，促进农
户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府谷县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鼓励发展“庭院经济”，打造一批以“府
州小院”为代表的乡村特色旅游项目。“府州小
院”位于府谷县府谷镇碛塄村碛塄农业园区，依
托乡村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以及优越的地理条
件，打造乡村旅游小院，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促进了乡村环境的改善，更是成为府谷县进行乡
村振兴的示范户。

下一步，府谷县将更加深刻把握“千万工程”
经验，因地制宜，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进一步实现乡村振兴。 通讯员 薛欣丹 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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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西安草滩牧业有限
公司华阴奶牛二场，陕西首头高
育种值克隆奶牛已顺利度过出生
后的危险期，进入正常饲养管理
阶段。这标志着陕西省高产奶牛
育种项目取得重大进展。据悉，
这头奶牛是通过基因评估技术
筛选，从高育种值牛犊身上采集
体细胞进行克隆后出生的。该
技术的应用，将进一步加快奶牛
育种进程。

“这头奶牛于4月29日出生，初
生体重56公斤，体温正常，呼吸平
稳，体型花色与体细胞供体奶牛一
致，是陕西省首头高育种值克隆奶
牛。”农业农村部动物生物技术重点
开放性实验室副主任、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动物医学院教授靳亚平说。

TPI是美国奶牛育种中对荷斯
坦牛进行遗传评估的综合选择指
数，简称为育种值。该指数越高，
代表牛的遗传性能越好。作为高
产奶牛育种项目首席技术负责人，
靳亚平表示，以前克隆供体奶牛，
要在奶牛七八岁以后才能筛选出
高产、长寿的优异成年“明星奶
牛”。而这次科研团队采用基因组
评估技术，发现一头幼龄奶牛育种
值较高，并从各个环节优化体细胞
克隆技术，成功进行体细胞克隆。
这是国内首次实施基因组检测犊
牛克隆用于良种繁育，将大大加快
良种奶牛育种进程。

“有了这项技术，就可以把群
体里最优异的母牛，通过体细胞保
存其基因，通过克隆进行扩群，为
后续构建优异种质核心群提供种
源保障，降低陕西省良种奶牛依赖国外进口
的风险。”靳亚平说。

“这头克隆奶牛的出生，为大规模实施
体细胞克隆、高效保存和利用现有良种奶牛、
进行快速繁育提供了科学数据和管理经验。”
陕西奶牛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贾永宏表
示，这为陕西省奶牛种质保护利用奠定了坚
实基础，对推动新时期陕西畜牧业及乳业高
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吴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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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陕西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农业农村部日前发
布了2024年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名单，共遴选出
10项重大引领性技术、150个主导品种和150项主推技
术。陕西省1项重大引领性技术、5个主导品种和2项主
推技术等多项成果入选。

据悉，陕西省的旱地绿色智慧集雨补灌技术入选10
项重大引领性技术。该技术依托陕西省农业节水技术
体系，采用物联网、模型模拟和智能决策等现代信息技
术手段，集成光伏发电提水和高效灌溉补水等技术，实
现了旱地降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对于提升旱地农业生产
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伟隆169”和“西农511”因其高产、抗病、抗倒、优
质强筋及适宜区域广等诸多优点，入选17个小麦主导

品种。油菜品种“秦优1618”和“邡油777”因其高产、高
油、抗病、抗倒及适宜机械化等优势，入选15个油料主
导品种。苹果品种“秦脆”以其单产高、抗逆性强、品质
佳、丰产性强等特性，入选17个水果园艺主导品种。

此外，“北方地区舍饲肉羊高效繁育技术”入选15
项畜牧类主推技术，该技术集成整合基因组早期选择、
繁殖母羊均衡营养、哺乳期母子一体化营养管理、哺乳
后期短期优饲、哺乳羔羊早期补饲等技术，通过先进的
繁育管理，显著提高了肉羊的繁殖效率。“旱作农田拦提
蓄补‘四位一体’集雨补灌技术”入选15项资源环境类
主推技术，该技术通过创新“沟道坝拦水（拦）+光伏发
电提水（提）+水窖高位蓄水（蓄）+节水灌溉补水（补）”
的“四位一体”集雨补灌方式，显著提升了旱作农田的水

分利用效率及粮食作物和经济林果产量，解决了旱作农
田补灌难题。

陕西省不断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近3年，
共有2项重大引领性技术、5项主推技术和10个主导品
种入选国家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主导品种涉及
小麦、玉米、油菜、苹果、白菜、茶叶等多个农作物品类。
其中，“西农511”和“秦优1618”连续3年、“伟隆169”和

“秦脆”连续2年跻身主导品种之列。主推技术涵盖粮
食生产、旱作节水、畜禽养殖等多个方面，具有可复制
性、可推广性。这些品种和技术的推广应用，有力保障
了陕西乃至西部地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供应，加快了
陕西省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步伐，助推陕西乡村全面振
兴和农业强省建设。 吴莎莎

多项成果入选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名单
陕西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延安市宝塔区气象科技服务中心，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6106026847970721，即日起注销，
望相关债权债务的单位和个人自登报之日起45
日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逾期不办，后果自负。

延安市宝塔区气象科技服务中心
2024年5月16日

注销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