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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珍：躬耕林间助小魔芋释放大“魔”力

偏远的小农场
来了八位大专家

“我们这个陕蒙边界偏远的

小村庄，一个连手机网络都不稳

定的小小的家庭农场，迎来了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以下简称“西

农大”）的专家教授，而且一次就

来了八位，这是我们村从来都没

有的事情……”7月31日，见到

“头雁”培训班一行，陕西省榆林

市榆阳区四海春家庭农场负责

人肖海忠激动地说。

这只是全国干部教育培训

西农大基地精准“滴灌”抓培训、

助力“头雁”展翅飞的一个缩影。

当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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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农大继续教育学院党总

支书记、院长王雄，带领由学院教

授邹志荣、于三科、徐怀德、陈军、

张保军，副教授郭亚军、周会玲8

人组成的专业导师团队，组织全

班学员，先后来到了榆阳区芹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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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实地考察、交流与互访，进行现场

技术指导和服务。

在芹河镇酸梨海则村设施

大棚内，看到一架架绿意盎然的

火龙果，大家不由得赞叹起来：

“能在榆林成功种植火龙果，是

产业创新，也是技术引领。”

专业导师和学员一边看，一

边兴致勃勃地询问基地的发展

情况。

“我这里种植了两棚火龙

果，还有两棚草莓、两棚西红柿，

既能让塞北群众吃上新鲜的蔬

菜和水果，又能带动产业发展，

带领大家一起致富。”基地负责

人白小平边走边介绍。

在经验交流中王雄说：“学

员要带着问题、带着思考，提升

自身发展能力和带动能力，不辱

使命，完成产业提升和雁阵孵化

两个目标。”

专业导师在各个产业基地

如“金点子”般的技术指导，可谓

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时

赢得学员们热烈的掌声。

学员们纷纷表示：“通过参

观开阔了视野，启发了思维，产业

基地的管理经验很值得学习和推

广。专业导师的建议和指导为大

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有很大的

帮助力，相信明天会更加美好！”

“头雁”先飞，群雁齐追。榆

阳区首期乡村振兴产业带头人

肖海忠、白小平等，是惊鸿一瞥

的“雁影”，折射了榆阳区“头雁”

们的奋斗故事和前行脚步。他

们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基地的“助攻”下，将

在乡村振兴中“领航齐飞”。

近日，记者走进陕西省商

洛市商州区陈塬街道办事处上

河村核桃园魔芋种植基地，但

见核桃树林间一棵棵魔芋长势

很好。上河村核桃高标准建园

面积达2000多亩，是商州有名

的“核桃第一村”，也是商洛全

市助力乡村振兴科技示范点。

“为民”的目标

如何开发新的产业，发挥

林下增产作用，提高林地利用

率和增加群众收入？一直是上

河村村两委班子思考的问题。

2016年春季，受当年该村

包扶单位商州区委宣传部王金

良部长邀请，商洛市科技特派

员、陕西省魔芋产业技术体系

栽培岗位专家王敏珍实地察看

后，村集体讨论确定发展林下

魔芋产业。2017年，该村从安

康等地引进魔芋开始在核桃林

下少量尝试，在王敏珍等科技

特派员的精心指导下，当年长

势喜人，群众收益较高。2018

年，该村集体购买魔芋种芋，免

费提供给农户种植，订单回收，

科技特派员不定期上门指导，

由此，开启了该村魔芋种植的

历史。

“科技”的属性

今年以来，上河村两委为

了调整全村产业结构，充分利

用核桃园林下闲置空地发展立

体农业，经村级班子考察，在科

技特派员的充分肯定下，在核

桃林下示范魔芋营养钵种植模

式。该模式的最大优点，是田

间管理灵活方便，既避免了土

传病害的传播，又可以不受连

阴雨积水造成的危害。

今年春天，在林下发展营养

钵栽植魔芋，一直没出苗，村委会

及种植户特别着急，王敏珍随即

第一时间赶到上河村，通过现场

实地查看，询问种植过程，确诊出

种芋未出土及腐烂原因，随后从

种芋、营养土制备、

种植管理等环节进

行了详细解答，并

就下一步管理提出

建设性意见。

“特派”的特色

在王敏珍的精心指导下，

营养钵魔芋目前长势良好，此

模式受到市级科技部门领导的

高度重视和同行业的关注，许

多种植户前往上河村实地考察

了解观摩学习。

“多亏了科特派王老师这几

年的精心指导，我们村上的魔芋

产业才从无到有，从零星种植到

规模化，从单一模式到现在三大

模式，群众增收从仅有核桃产业

到现今的多重收入。”提到王敏

珍，上河村村支书王永峰和村副

主任王峰连声称赞。

上河村魔芋种植的发展历

程，是商洛魔芋产业发展的一个

缩影。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实现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

接。今年以来，商洛市以科技特

派员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服

务“三农”为主要抓手，面向农业

经营主体和农民，围绕粮油、茶

叶、中药材、食用菌、魔芋、畜牧

养殖等重点产业实地开展农业

实用技术指导和服务，进一步推

动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和

市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利部日前针对北京、天

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

河南、陕西等8省份出现强降

雨过程，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

急响应。

水利部发出通知，要求相

关地区水利部门和水利部黄

河、淮河、海河水利委员会密切

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监测

预报、会商分析和值班值守，重

点做好水库、淤地坝和在建工

程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

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群

众生命安全。

水利部信息中心发布洪水

蓝色预警，提醒有关地区和社

会公众注意防范。

（据新华社）

日前，中国种子协会与农

民日报社联合发布“2021年中

国种业十件大事”。

“2021年中国种业十件大

事”分别为：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打好种业翻身仗”；种业振兴

行动方案审议通过，农业农村

部全面启动种业振兴五大行

动；新修改的种子法，由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全票审议通过；全国农业种

质资源普查全面启动，国家级

农作物种质资源新库建成试运

行、国家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

源库正式运行；农业农村部、最

高人民法院签署种业知识产权

保护合作备忘录，出台最新司

法解释；“杂交水稻之父”“共和

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院士逝

世；“十四五”现代种业提升工

程建设规划出台；《全国畜禽遗

传改良计划（2021-2035 年）》

发布；我国自主选育白羽肉鸡

获突破；2021中国种子大会暨

南繁硅谷论坛召开。

（据《农民日报》）

全媒体记者 王婕

水利部针对北方8省份
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全媒体记者 闫瑜涛 通讯员 彭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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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梨丰收8月9日，村民在

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

白泥镇明星社区果园

采摘金秋梨。

最近，贵州省遵

义市余庆县白泥镇明

星 社 区 种 植 的 2000

多亩金秋梨迎来成熟

期，村民们忙着采摘、

搬运、分拣、装车。

近年来，余庆县

大力扶持、引导村民

规模化种植柚子、苹

果、桃子、金秋梨等经

果林，此项种植收入

已成为山区农民增收

的重要来源。

新华社记者 杨楹 摄

8月9日，记者从陕西省科

学院获悉：“十四五”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乡村产业共性关键

技术研发与集成应用”重点专

项“黑木耳等食用菌产业关键

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正

式启动。

该项目是陕西省首次与科

技部联动实施的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由陕西省微生物研

究所牵头，联合吉林农业大学、

陕西秦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省康群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等10家单位协同实施。

该项目负责人陕西省微生

物研究所研究员李峻志介绍，

该项目将围绕秦巴山区黑木

耳、香菇以及滇桂黔石漠化区

竹荪、冬荪等特色食用菌产

业，研究获得本土化良种资源

体系和高效、绿色、智能化先

进培植技术；开发新型代用料

和废菌包资源化利用技术；发

掘食用菌功效成分，突破多种

深加工技术，获得一系列高值

化深加工产品。同时，该项目

将集成关键技术，建立食用菌

全产业链创新技术模式并应

用示范。

（据《陕西日报》）

食用菌产业关键技术研究
与应用示范项目启动

【三农资讯】

“2021年中国种业十件大事”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