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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陕西省商洛市丹
凤县良种天麻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园被陕西省发改委、农业
农村厅、工信厅、商务厅、文旅
厅、林业局等6部门认定为省级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并授
牌。陕西省6个县、区在现场会
上进行经验交流，丹凤县副县长
龚富杰介绍了天麻示范园典型
经验。

据了解，丹凤县良种天麻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依托“秦
岭天然药库”和本地区悠久天麻
种植历史优势，按照“龙头引领、
拓展链条、园区承载”的总体思
路，围绕天麻产业延链、补链、强
链，形成了一个强龙头带动、现
代生产要素集聚、建设水平领
先、农民参与度高、群众增收致
富的农业内部融合型示范园。
示范园涉及30个行政村，总面
积770平方公里(116万亩)，核心
区为峦庄镇。

全县坚持高位推动、科学规
划、首位推进、多元投入、共建共
享等方式方法，建成1250亩“良
种天麻产业园”示范园核心“三
中心、两车间、两基地、五区”，成
为全国技术最先进的天麻菌种
研发生产基地、规模体量最大的
天麻栽培试验示范基地、业态最
完整的天麻产业基地。该基地
实施科研合作课题项目 30 多

项，研究攻克了“菌种退化、连作
障碍、代料栽培”三大技术难题，
研发出国内最先进的“蟒岭红”
系列蜜环菌、萌发菌等菌种，以
天麻为主导的全产业链总产值
达8.9亿元。

“丹凤天麻”这一特色农业
产业品牌，近年来加速崛起、迅
猛 发 展 。 天 麻 栽 培 面 积 由
4000余亩发展至2万余亩，年
均产鲜天麻5万吨，产值约10
亿元。130余家村集体经济、农
民专业合作社、2万余农户从中
受益，户均增收5万余元，天麻
产业成为丹凤名副其实的“生
态黄金”产业。

同时，丹凤县重点突出延
链、补链、强链，做实天麻基地，
发展示范园 220 亩，建设蟒岭
天麻药园种源基地2810亩，建
成蟒岭天麻药源基地 13 个

1200亩；先后建成2万平方米
天麻菌种生产车间，年产菌种
2000万袋（瓶），年加工天麻切
片2000吨、天麻超细精粉500
吨、天麻挂面300吨；做优天麻
康旅，聚焦“医、食、养、游”等，
培育出天麻宴、百草园、蟒岭果
园、蟒岭药园等特色产业文化
载体，形成集生态采摘、旅游观
光、中药材示范种植于一体的
农旅融合示范园。

据了解，园区团队还在全国
率先发布了《天麻庭院种植技
术规程》《天麻大田栽培技术规
程》《天麻林下栽培技术规程》
《天麻菌种生产培养技术规程》
等行业标准，研发天麻酒、天麻
精粉、天麻挂面、天麻片等产品
15种，天麻药膳、“天麻宴”特色
产品深受市场青睐，“天麻黄
金”价值不断提升。

本报汉中讯（农业科
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
者 康军）秋播一粒“籽”，
夏收万斤“油”。当前正
值秋冬种的关键时期，陕
西省汉中市以粮油协调
发展为基础，通过推广油
菜机械化播种、农技人员
田间地头技术指导等方
式，抢抓时节，积极推进

“稻油轮作”，实现“一年
多季”“一田多收”。

良种播下，良法用
上，才能高产稳产。汉
中市集成推广“油菜一
增三控 332”丰产技术，
探索优质丰产轻简高效
模式、稻油轮作秸秆全
量还田直播模式、机械
化毯状苗移栽等多种高
产、高效技术模式，强化
冬季防冻、控旺促壮和
花期“一促四防”，确保
了油菜高产优产。还利
用水稻和油菜的生长时
间差大力推行稻油轮作，
鼓励农户在水稻收割后，利用闲置稻田
接茬种植优质油菜。

今年，该市依托省市粮油百千万
示范工程和粮食单产提升项目推进，
计划建设稻油轮作“1253”模式示范
田10万亩，显著提高土地效益，实现

“一年多季”“一田多收”。全市农业
专业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对农户
进行手把手指导。邡油 777、汉油 9
号、汉油14号、陕油28、秦优1618、秦
优797是汉中市主要推广种植的高产
强抗高油品种。今年该市计划播种油
菜113万亩，截至目前栽播面积已接
近60%。

陕西丹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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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秋风送爽的季节，一群
充满朝气的大学生来到了宁静的乡
村，与老人们一同度过了一个意义
非凡的重阳节。

10月11日，重阳节当天，杨凌
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颜永杰、李琪楠
组织并带领该校旅游与管理学院

“乡村振兴·青春担当”三下乡社会
实践团，赴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杨陵
区杨陵街道办元树村，开展以“重阳
敬老，文旅助农”为主题的大学生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当实践团的大学生们踏入这片

质朴的土地，乡村宁静与祥和的气
息扑面而来。他们怀揣着满满的热
情与关爱，走进老人们的身边，与他
们共庆重阳佳节，共话乡村振兴美
好未来。

老人们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

痕迹，一道道皱纹里藏着无数的故
事。大学生们围坐在老人身旁，认
真聆听他们讲述过去的岁月。那
些关于艰苦劳作、邻里互助、乡村
变迁的故事，如同一幅幅生动的历
史画卷，展现在大学生们眼前。他
们从中感受到老一辈人的坚韧与
勤劳，也更加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
生活。

大学生为老人们送去他们喜欢
的书籍后，还为老人们表演了精心
准备的各种节目。一首首动听的歌
曲，让老人们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
一段段精彩的手势舞，展现出青春
的活力与风采。老人们的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眼中闪烁着感动的
泪花。

同时，大学生们还走访慰问了
张利萍、徐菊连两户困难家庭，向他

们宣传了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并送
去慰问品，为他们打扫卫生。此外，
大学生们还利用专业特长和资源，
与元树村“两委”干部讨论该村农
文、农旅融合发展的现状和未来，为
元树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言献
策。元树村干部群众纷纷表示，此
次活动温暖人心、富有成效，展示了
新时代大学生的青春风采。元树村
党支部书记李永军说：“杨凌职业技
术学院社会实践团的这些娃们真不
错，既有理想又有实际作为，既有专
业知识又能吃苦，给村子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帮助。”

在这个特殊的重阳节，大学生们
与农村老人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
时光。他们用青春的活力和热情，
为老人们带来了温暖和快乐；老人
们则用他们的人生经验和智慧，为

大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生课。
这次活动，不仅让大学生们更

加了解农村、关爱老人，也让老人
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和关爱。

“颜永杰是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
骨干教师，李琪楠既是我校旅游与
管理学院的骨干教师，也是元树村
的驻村第一书记。两位老师共同
组织并带领学生开展此次大学生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既是我们
学校上好社会实践这堂行走的大
思政课的重要举措，又是杨凌示范
区‘五联一抓’的一次重要活动，旨
在引导和帮助青年学生在社会课
堂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争
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
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杨凌职业技
术学院旅游与管理学院党总支副
书记周广阔说。

情满重阳，青春在乡村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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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王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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