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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杨凌讯（农业科技报·
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谷幸
李煜强）2月6日，记者从杨凌
农高会运营发展有限公司获
悉，第三十二届杨凌农高会春
季分会暨第十七届西部（杨凌）
农资苗木交易会（以下简称“双
交会”）将于2月28日—3月2

日在陕西省杨凌示范区农高会
C馆举行。

届时，展馆内将举办绿色
农资、林木种苗、种子、花卉、
阳台农业、仿真植物等专题
展览。

展馆外将设置科技之春
咨询区、农业机械展、花卉自

产自销区、
农高会系列
文创展等，
打造一场集

科技、文化、互动于一体的农
业盛宴，让参会者感受到现代
农业的活力。

除多元化的展览展示外，
会期还将由驻区高校、行业协
会等，配套举办“西农模式”助
力产业振兴活动、乡村 CEO
培育活动、苹果新品种展示对
接活动、“科技之春”宣传咨
询、“四新”发布推介、产业供
需对接、农业趣味亲子研学等
活动。

第十七届杨凌“双交会”2月28日举行
这些精彩活动不容错过

春节前，陕西省洛川县屯里
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桂连一
家人，利用农闲时间创作了三幅
蛇年主题毛麻绣作品，迎接新年
的到来。

1月23日一大早，走进王桂
连的工作室，琳琅满目的毛麻绣
作品映入眼帘，有栩栩如生的花
鸟鱼虫，也有寓意吉祥的传统图
案，王桂连和家人朋友们围坐在
绣架前神情专注，手中的绣针在
毛麻织物间轻快穿梭，彩线随着
她的动作游走，一幅蛇年贺岁图逐渐成
型，针脚细密、色彩搭配和谐，每一处细
节都彰显着她精湛的技艺。

“我绣的这幅作品是《福瑞满园》，上
面有苹果树、洛川吉祥物、蛇盘兔，还有
聚宝盆，在中华文化里，蛇是灵性、智慧
和生命力的象征，寓意着丰收、吉祥和福
瑞。”王桂连介绍说。

毛麻绣是洛川民间美术工作者在传
统剪纸、刺绣、农民画的基础上，大胆设
计，推陈出新的一种新型工艺品，以麻袋
片为底，用彩色的毛线、棉线为原料，采
用扎、织、绣的方法制作而成，不但具有
剪纸的特点，而且具有刺绣的风韵。

毛麻绣创作的灵感多是来源于生
活，王桂连的作品既有表现生产生活场
景的《采摘苹果》《锄禾》《庆丰收》，也有
展现习俗节气的《老鼠嫁女》《迎亲》《端
午》等，为了让毛麻绣在新时代焕发生
机，她还将现代设计理念与传统毛麻绣
工艺相结合，创作出许多既保留传统韵
味又符合当代审美的作品，深受周围亲
戚朋友的青睐。

“我两口子都喜欢毛麻绣，有空就跟
着王桂连学绣毛麻绣，马上过年了，就来
让她给我指导绣了一幅《喜上眉梢》，过年
挂在家里，喜庆又好看，希望蛇年大吉大
利。”王桂连邻居孙百万高兴地说道。

如今的毛麻绣，既是王桂连的爱好，
也成就了她的“致富路”。 一年四季都
有许多前来参观旅游、外出走亲访友的
顾客，前来购买她的作品。然而在收获
经济利益的同时，王桂连一家对毛麻绣
艺术热爱的初衷从未改变。不仅如此，
王桂连还将自己的手艺教给老伴儿、女
儿、儿子和儿媳，如今，一大家子里出了
五个传承人。

“作为毛麻绣的传承人，我要把洛川
的地域文化特征和乡土生活气息绣出
来，通过这种形式将毛麻绣更好地传承
下去。”王桂连表示。

陕西洛川：

毛麻绣里迎新春
非遗传承绽新光

李进 舒捷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张小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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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新品种”
打开“致富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
赵政阳的日程安排得满满
的。从陕北到关中，从省内到
省外，他与团队成员奔赴各地
果园，指导果农进行果树管
理。作为苹果新品种“瑞阳”

“瑞雪”“瑞香红”的选育人，赵
政阳团队不仅将苹果新品种
推广开来，还将新的管理技术
送到田间地头。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白
水苹果试验站，果农们热情不
减，围在试验站首席专家赵政
阳身旁，学习剪枝技术。“农民
太需要技术了。”赵政阳说，团
队以陕西白水苹果试验站为
依托，总结出“挖、改、换”新技
术，解决了苹果产业发展瓶颈
问题。

近年来，赵政阳和20多
名专家围绕旱地矮化苹果高
效栽培、绿色无公害苹果生产
等问题，开展了大量的试验研
究和技术推广。同时，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白水苹果试验站
推动苹果产业向“新”而行，加
快新品种选育工作。截至目
前，该试验站先后选育审定不
同成熟期苹果新优品种 11
个。其中，晚熟品种3个、中
熟品种5个、早熟品种2个、
苹果专用授粉品种1个。

“新优品种的选育和推广
对全国苹果品种结构调整起
到了推动作用。”赵政阳说。

破解“选育难”
保障“好种源”

1 月 15日，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灵武奶牛试验示范站
科研人员一大早就前往宁夏
的奶牛养殖场，开展良种奶牛
活体采卵工作。采集的卵母
细胞将用于培育具有优良遗
传特性的奶牛，加速优质牛群
的建立和扩大。

宁夏是我国优质高端
乳制品的重要原料基地，保
障好宁夏优质奶牛种源意
义非凡。

长期以来，我国良种奶牛
对外依赖度高，奶牛良种选育
难度大。为破解这一难题，
2021年10月，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动物医学院与宁夏兴源
达农牧有限公司开展校企合
作，设立优质后备奶牛繁育基
地示范项目，打造灵武奶牛试
验示范站，进行奶牛快速繁育
技术研发与应用。

“奶牛的出身决定着牛
奶的品质。”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教授王勇胜介绍，他的团
队通过科研攻关，在高产长
寿、抗逆性能优异的“超级奶
牛”中采集耳缘组织，通过核
移植培育克隆胚胎并进行胚
胎移植，对高产长寿奶牛进
行“复制”。

在灵武奶牛试验示范
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兽医
学博士王炳科常年在此进
行母牛快速扩繁研究，培育
出的奶牛年产奶 2 万公斤
左右。

把实验室建在牛场、把
课堂设在牛舍、把成果落地
在养殖园区，农科专家们坚
守一线，致力于打破国外奶
牛种质繁育技术壁垒，为实
现我国奶牛良种自主繁育奠
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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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连（右）与家人一同创作毛麻绣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