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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咸阳陕西咸阳：：

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振兴
中医农业迎来发展新机遇中医农业迎来发展新机遇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齐巨儒

陕西永寿：

以“五个突出”
擦亮政务服务品牌陕西靖边王渠则镇：

板栗南瓜喜丰收群众致富有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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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丰收
连日来，陕西省永寿县

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收
割机在玉米地里来回穿梭，
农机手忙着拉运，农民抢收
抢晒，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图为 9 月 1 日，永寿县监军街
道永安村村民张伟章正在收
玉米。

本报通讯员 李建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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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30日，《咸阳市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经陕西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自2024
年 9月 1日起施行。该条例于
2024年9月4日正式发布，标志
着咸阳市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方面迈出了
坚实的一步。

《条例》第二十五条特别强
调了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并
着力推动中医农业的创新发
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条例》
作出了多项具体规定。

首先，市县两级政府将加大
现代农业科技的投入，搭建新品
种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并加强
科技特派员队伍的建设。这一

举措将为农业科技的创新与推
广提供有力的支持，促进农业科
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其次，《条例》鼓励农业领域
的科技成果向涉农企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及农户转化。通过这
一措施，将科技成果与农业生产
实践紧密结合，推动农业生产方
式的转型升级，提高农业生产的
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同时，《条例》还明确提出要
加快中医农业的发展，推动中医
药科技成果应用于土壤改良与
修复、化肥替代等领域。这将有
助于推动传统农业的生态化、绿
色化改造升级，实现农业生产的
可持续发展。

为了培育中医农业人才和
推广中医农业技术成果，《条例》

鼓励农业科技园区、研究开发机
构、高等院校、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等共建中医农业技术创新
平台。这将为中医农业的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技术支撑，
推动中医农业技术的不断创新
与推广。

此外，《条例》还要求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制定中医农业发展规划，并保护
道地药材知识产权。这一举措
将为中医农业的长期发展提供
规划和指导，同时保障道地药材
的知识产权，促进中医农业的健
康发展。

《条例》的发布和实施，将为
咸阳市农业科技创新和中医农
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助
力乡村全面振兴。

近日，陕西省靖边县王渠则
镇王渠则村的板栗南瓜喜获丰
收，翠绿色的南瓜铺满田野，村民
们在田间地头来回穿梭，俯下身
子摘下“藏”在叶子底下的南瓜，
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在王渠则村南瓜种植基地，
放眼望去，郁郁葱葱的南瓜叶连
片生长，一个个肉厚结实的南瓜
掩映在藤蔓和绿叶中，犹如一盏
盏小灯笼，真是一处好“丰”景。

伴随着清晨的露水和泥土的
清香，王渠则村党支部书记罗朋
程家中，工人们正有序忙碌地开

展搬运、分拣等工作，一袋袋板栗
南瓜装车，罗朋程忙得满头大汗，
丰收的喜悦尽写脸上。

板栗南瓜带着近似板栗的香
气和细腻粉糯口感，同时还是一
种富硒农产品，含有人体所需的
多种营养物质，深受消费者喜
爱。板栗南瓜易于种植，生产周
期短，田间管理工序简单，产量颇
高，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据罗朋程介绍，他今年种植
南瓜1500亩，亩产约2500斤，每
斤销售0.6元，主要销往河北、山
东、河南等地 。截至目前，王渠则

村共种植南瓜4500亩，总产量可
达千万斤，依托南瓜种植产业，村
民们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收
渠道。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
键。今年以来，王渠则镇围绕靖
边县“1365”发展战略目标，打响
板栗南瓜、富硒荞麦、有机蔬菜、
色素辣椒、蔬菜育苗等具有地域
特色的农特产品，紧盯农村发展、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发展目标，走
出了一条生态、绿色的产业发展
致富路，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
展，持续为乡村振兴提质赋能。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符金壮 通讯员 白凌燕 何娜

本报商洛讯（通讯
员 代 绪 刚 农业科技
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
者 冯玉龙)近日，陕西
省商洛市商南县积极
组织县域内大中型餐
饮单位、民宿、农家乐
厨师共 50余人，开展
为期5天的“商南养生
药膳培训及竞赛”活
动，深入挖掘商南药膳
文化，创造健康产业就
业新途径，提高商南餐
饮服务企业的市场竞
争力和影响力。

本次培训课程以
“理论课程+实操课
程”的形式开展，充分
发挥商南地道特色资
源优势，加快商南养
生药膳产业的发展，
培养出了一批养生药
膳类专业技能人才，
提高了学员就业创业
本领，推动了全县餐
饮旅游业提质增效，
为迎接 2024 陕西商
南·秦岭养生药膳大
会营造良好氛围打好
坚实基础。

据了解，商南县积极对接中国
药膳研究会，邀请专家深入该县开展
实地调研，充分利用商南茶叶、冷泉
鱼、梅花鹿、山珍等特色资源开展药
膳研发。目前，已完成110道菜品研
发，其中，商南特色药膳菜品50道，
菜谱、视频、二维码等已制作完成；金
丝茶宴、冷泉鱼宴、珍馐鹿宴等三个
特色主题药膳60道菜品也已打造形
成，特色月子餐等特殊人群药膳还在
持续研发中。

本报咸阳讯（农业科技报·中国
农科新闻网记者 齐巨儒 通讯员
王婧兰）今年以来，陕西省永寿县以
深化营商环境突破年为契机，围绕“永
快办、寿好评”政务服务品牌，创新服
务模式，强化工作举措，全面推动政务
服务流程再造，突出“快、简、高、短、
优”打造政务服务新模式，显著提升了
政务服务效能，为全县营商环境优化
注入了新动力。

未来，永寿县将
继续坚持创新驱动
发展理念，不断优化
政务服务流程，提升
政务服务效能，为全
县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