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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抢鲜上市
近日，在浙江省建德市更楼街道“更有味”草

莓共富合作工坊大棚内，“头茬”早熟草莓抢鲜上

市。莓农们忙着采收新鲜草莓，通过快递发往杭

州、上海等多地市场。

近年来，浙江省建德市更楼街道在于合村、张

家村打造330亩连片草莓共富合作工坊标准地，由

政府统一流转土地、统一土地平整、统一建设大

棚、统一对外招租，以创业带动就业，为村民提供

田间管理、育苗养护等工作岗位，不仅给村集体经

济带来增收，也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助推共同富

裕。图为11月21日，草莓共富合作工坊的工作人

员打包刚刚采摘的草莓。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西农大首个教育部国际合作
联合实验室获批建设

日前，教育部下发《关于公布2023

年度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立项建设结果

的通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简称“西农

大”）“旱区作物抗逆改良国际合作联合

实验室”获批立项建设。这是该校首个

获得教育部批准立项建设的国际合作联

合实验室，实现了历史新突破。

“旱区作物抗逆改良国际合作联合

实验室”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牵头单

位，依托学校作物抗逆和高效生产全国

重点实验室，联合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

究中心和新西兰皇家植物与食品研究

院等国外优势单位共同组建，建设期为

2024年至2026年。联合实验室设中方

和外方主任各1名，中方主任由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康振生院士担任，外方主任

由新西兰皇家植物与食品研究院Vin-

cent Bus教授担任。

实验室面向国际科学前沿和国家

重大需求，围绕“五个一流”的目标进

行整体建设，整合依托单位优势资

源，在抗逆种质精准鉴定与基因发

掘、抗逆与高产优质协同机理、种质

创新与设计育种三大领域开展国际

联合研究，为我国作物抗逆育种基础

研究和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

技支撑。实验室建设旨在保障旱区

粮食安全，实现国家旱区种业科技创

新自立自强，支撑旱区高质量发展，

提升我国旱区农业科技核心竞争力

和国际影响力，履行农业科技命运共

同体建设使战略需求。

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是教育部面

向国际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推出

的重要战略计划，自 2014 年起实施，

是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年）》、加强与国

外高水平大学合作、建立教学科研合

作平台、联合推进高水平基础研究和

高技术研究、提高创新人才培养质量

的重要举措。

（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官微）

604万亩！“青薯9号”获全国马铃薯推广面积第一
近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发布

了2022年度全国主要粮油和重要特色

作物推广面积前10大品种，青海省优良

品种“青薯9号”以604万亩的推广面积

获马铃薯全国推广面积第一。

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获悉，

近年来，青海省先后选育高原系列、

青薯系列马铃薯品种29个。其中，青

薯 9 号实现了产量、广适性、抗病性

的三大突破。2022 年单产超过 5000

公斤，创高原旱地单产纪录，被农业

农村部认定为马铃薯全国主推品种，

在青海、甘肃、云南等 14 个省区推广

种植，累计推广 9000 万亩，新增产值

超 100 亿元，对促进我国马铃薯产业

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三年，青海省马铃薯良种播种面

积超过107万亩，良种化程度达到98%

以上。马铃薯制种面积稳定在19万亩

以上，占全省农作物种子基地面积的

38%，年供应的马铃薯种薯数量稳定在

1100万公斤以上，有效促进了青海省马

铃薯产业发展，为农民增收开辟了新的

路径。 （据央广网）

近日，国内首套生姜多功能播种机、

生姜联合收获机在山东省安丘市落地初

试，解决了过去生姜从种植到收获难以

实现机械化，人工、时间成本高等难题。

安丘市生姜种植面积常年在20万

亩左右，是全国县级建制中种植生姜

面积最大、单产最高、总产最多的县，

生姜也是安丘农业的支柱产业。但长

期以来，生姜生产面临用工多、劳动繁

重且技术性强，难以实现全程机械化的

难题。整地、熏蒸、施肥、起垄、选种、

播种、覆土、喷药、覆膜、遮阴、培姜

……收获、储藏，生姜生产每亩用工在

30个人以上，劳动繁重。当前姜农的

平均年龄在60岁左右，按照生姜传统

生产模式要求，65岁以上的人多数已

经不能胜任，生姜产业面临巨大挑战。

生姜产业想要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的可

持续发展，当务之急是加快推进设施装

备现代化。

近年来，山东产研现代农业研究院

围绕生姜产业发展的痛点难点，提出

种、收全程机械化的创新发展目标。以

现代农业研究院牵头，联合中国农业大

学、山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山东

农业大学等单位，组建国内领先的农机

装备设计、制造团队。历经3年时间，

团队完成现有样机研制和修正工作。

初试发现，新研制完成的 2BJD-

4生姜多功能播种机，集深旋耕、起高

垄、精施肥、播种、覆土、铺滴灌带等

功能于一体，可以一次性完成六道作

业工序，每小时作业 3 亩，每天连续

作业 24 亩，与传统的作业模式相比，

作业效率提高约 15倍，效益提升约 6

倍，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近千元。生姜

联合收获机落地初试，实现了生姜挖

掘、输送、清土、姜秧分离、姜块装箱

等机械化作业，作业效率比传统人工

提高了100倍。

（据《农村大众》）

国内首套生姜多功能播种机、联合收获机落地初试 (上接第一版)
2018 年 ，我 通 过 陕 西 省 审

定，同年被河南、安徽、江苏三省

引种；2020 年通过国家审定。我

是陕西省主推品种，也被河南省

推荐为该省 12 个小麦主导品种

之一。

大家为何如此喜欢我？

这离不开我的看家本领：抗

倒伏、抗倒春寒和抵抗三大病害

的“体质”。从亩产量来看，我在

一般田块能够达到 600 公斤左

右，在好一点的田块能够达到

650 公斤到 700 公斤，在高产田

块有 750 公斤到 800 公斤。从品

质来看，我在小麦全国抽检中，

获得一级强筋优质、面包烘焙优

质的评价。

我用优异的田间表现，帮助

群众蹚出了种粮增产的路径，平

均每亩增收50多公斤。

中国种子协会小麦分会副会

长、陕西杨凌伟隆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徐永林估计，今年秋

播，我在黄淮南片播种面积超过

1000 万亩，将累计增加产值 30

亿元。

我只是杨凌众多良种之一。

数十年风雨兼程，杨凌一代代育

种人将小麦亩产量从 80 公斤提

高到了如今的 800多公斤。全国

广袤的大地上，处处留下了“杨凌

良种”的印记。

近年来，我的家乡——杨凌，

正聚焦中国（旱区）种业硅谷建

设目标，搭平台、建机制、聚要

素、强示范，构建高效能创新机

制，引育高质量种业企业，实施

高科技创新攻关，探索高标准示

范推广模式，聚力塑造现代种业

创新体系。

借助强大的科技实力，我的

家乡为我的兄弟姐妹们的成长提

供了温床。杨凌现有种业技术研

发平台 115 个，其中省部级以上

研发平台66个。高水平的研发平

台持续发挥作用，1000 多名科教

人员从事育种研究工作，推动科

技自立自强，为牢牢端稳“中国饭

碗”贡献力量。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且看我的兄弟姐妹们，

个个出类拔萃：“西农 979”“西农

511”“陕单 650”“秦优 1618”4个

品种入选 2023 年国家农作物优

良品种推广目录，“西农 511”小

麦品种推广种植面积进入全国前

10名。

我还听说，陕西省小麦种植

面积的 80%、玉米种植面积的

20% 采 用 来 自 我 家 乡 的 品 种 。

家乡的小麦和玉米系列新品种

在黄淮地区累计推广面积超过

8.5 亿亩，增产 215 亿公斤。真让

人自豪！

当前，我的家乡聚集省级育

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 11家，种子

销售额占陕西省一半以上。我欣

喜地听说，伟隆、荣华两家种业企

业成功获批国家级育繁推一体化

种业企业，荣华入选全国 69家农

作物种业阵型企业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