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天在田间汗流浃背地做杂交、调

查，冬天在实验室孜孜不倦地整理数据、

总结经验。这是山西农业大学经济作物

研究所农业科研工作者的常态。让更多

的“试验田”变成农民的“丰收田”，筑牢

粮食安全防线，努力把“中国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上，是经作所科研工作者的

奋斗目标，也是创新动力。

山西农业大学经济作物研究所副所

长李建说：“吕梁山水哺育着我们，我们

要把对吕梁人民的感情，化作立足吕梁、

服务吕梁的工作激情。”

山西农业大学经济作物研究所是个拥

有 150余名职工的农业科研单位，已扎根

吕梁 76年之久。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开

始默默谱写着它在农业科研领域的辉煌。

历史辉煌 闹市边的世外桃源

山西农业大学经济作物研究所成立

于 1948年，位于吕梁汾阳昌宁宫村。汾阳

解放后成立汾阳专区农场，后几经变革归

属省农科院，1980年定名为山西省农业科

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2019 年 10 月山西

省农业科学院与山西农业大学合署改革

后更名为山西农业大学经济作物研究所，

目前拥有 7个国家级综合试验站、1个国

家级观测实验站；拥有研究员 15名、副研

究员 41名，博士 10人、硕士 58人。

七月份，来到经作所试验田，会发现这

里种植着多种多样错落有致的农作物，像

一片开阔的世外桃源。在这 800亩的试验

田里，有花生、芝麻、向日葵等油料作物，也

有谷子、高粱、杂豆、小麦等粮食作物，还有

果树、中药材、工业大麻等经济作物。极目

远眺，田间星星落落戴着草帽的身影在烈

日下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从耕种、施肥、

育苗、杂交、收获，每一个过程都离不开科

研人员的辛勤呵护，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

孩子一样精心培育着每一株植物。

农业科研精神是代代传承的，老一

辈农业科学家“扎根乡村、潜心科研、科

学报国、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山西农业大

学经济作物研究所的宝贵财富，高粱专

家牛天堂、谷子专家陈瑛、棉花专家任天

佑、小麦专家任荫汉、蓖麻专家郭志强、

大豆专家刘学义等一批批优秀科学家在

昌宁宫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铸就了经

作所的辉煌历史。

成果丰硕 吕梁农业科研的一面旗

正是由于科研人员踏实工作的优良

传统，经作所才会培育出一批又一批重大

的科研成果，成为吕梁农业的带路者。建

所以来，经作所共取得科技成果 440余项，

其中国家级奖励 10项，省部级奖励 87项，

为吕梁种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为山西乃至

全国农业发展贡献了经作所力量。

谈起科研成果，那就离不开晋杂4号、5
号高粱，创造了 20世纪 60年代育种的辉

煌。在食不果腹的年代，“晋杂5号”高粱实

现了亩产翻番，晋杂 5号高粱“救了半个中

国的人，结交了一批亚非拉穷朋友”，在填饱

国人肚子的同时，被推广到赞比亚、朝鲜等

第三世界国家种植，为缓解我国当时粮食紧

缺，也为世界粮食短缺作出了巨大贡献，作

为回报，晋杂高粱获得 78年全国科学大会

奖。晋谷 21号，作为“山西小米”品牌的支

柱和“杂粮王国”的支撑者，是经作所育成

“当家花旦”，连续五届夺得中国农业博览会

金奖，被誉为“中国小米之冠”。30余年种植

历史，至今占据着区域种植的“霸主”地位。

被誉为“吕梁山上的灵芝草”的晋麦5号、创

造社会经济效益15亿元的晋蓖麻2号……

随着时代不断变迁，经作所科技力

量不断增强，优良品种不断涌现，大豆有

汾豆 93、晋豆 25，谷子有汾杂 163、晋汾

107，向日葵的经葵 1408，花生的汾花 8
号，芝麻的汾芝 11 号，核桃的汾核 1 号，

经作所的新品种洒遍吕梁大地。

改革创新 把农业技术“写”满
吕梁大地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经作所大力开

展基地建设，把科研成果以看得见的形

式呈现在农民面前。在以汾阳贾家庄基

地为核心示范基地基础上，在吕梁乃至

山西星罗棋布进行着大量的示范点建

设。据统计，2023 年全所建立种植示范

点 83个，种植面积 22006亩，主要示范包

括高粱、向日葵、大豆、黑豆、花生、芝麻

等 12种作物 40多个品种和 30多项技术。

做给农民看，教会农民干。2023年，

经作所举办各类培训、观摩 74次，培训观

摩人数 10204人次。2024年 3月底至 4月

初，经作所与吕梁市科学技术协会合作，

组织本所 30名科研人员，在吕梁 100个旅

游示范村开展了 100 场农村实用技术培

训，掀开了走进三农、服务地方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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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继旺

盛夏时节，笔者走进方山县峪口镇花家坡村“芝麻

蜜”香瓜种植基地的大棚里，绿油油的叶子散发着夏天

的气息，一颗颗香瓜飘逸着迷人的芳香。

见有人进来，采摘香瓜的村党支部书记赵九平和市

总工会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张莎莎连忙把手中

的香瓜递给了来客，异口同声地说：“来，尝一尝！我们

的香瓜皮薄肉厚，香甜清脆，味道比街上卖的普通香瓜

要好多了。”

只见客人用两手轻轻一拍，咔的一声瓜裂两瓣，轻

轻咬了一口，感叹道：“又脆又甜，满口清香，吃花家坡村

的‘芝麻蜜’香瓜真是一种享受。”

笔者仔细一看，这“芝麻蜜”香瓜个头比平日里常见

的香瓜要小一些。张莎莎笑盈盈地解释道：“‘芝麻’是

代表小的意思，‘蜜’则指香瓜像蜜一样甜，所以叫它‘芝

麻蜜’香瓜。主要特点是‘香、甜、脆’，松爽细嫩、甜蜜多

汁，尝一口就能甜上心尖尖。”

2023年，花家坡村为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

群众增收致富，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整合资源优势，

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先后到太谷、清徐、榆林等地考察

产业，综合考虑土壤、气候、经济等条件，建起了两座占

地面积近 3亩的温室大棚。

“去年建起大棚已经不早了，但我们也种植了两茬。

前期栽植的是西红柿，后期种植的是菠菜、生菜等，村集

体收入 2万多元；今年通过进一步的市场调研，我们调整

了产业结构，采取前期栽植‘芝麻蜜’香瓜、后期栽植西红

柿等果蔬。”赵九平说：“我们坚持绿色种植方式，从选种、

育苗、定植等各个环节严格把控，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是

绝对安全的绿色食品！目前，‘芝麻蜜’香瓜亩产能达到

3000斤左右，一个大棚能给村集体增收近 15000元。”

小小的香瓜已成为村里的“致富瓜”。脱贫户牛巧

平和薛光平是种植基地的“长期工”。牛巧平说：“去年

和薛光平在种植基地干了 6个月，月工资 2400元，收入

14400元；今年比去年干的时间要长一些，挣钱也应该更

多一些。能在家门口就业挺好的，挣钱顾家‘两不误’。”

方山县峪口镇镇长吕鹏飞说：“近年来，花家坡村在

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充分发挥地理和资源优势，积极

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通过品种、品质、品牌的不断优

化，精细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化、

集约化、高效化新型农业全面转型升级。同时不断做大

做强‘花家坡果蔬’特色产业，真正成为带动农民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的好产业。”

““芝麻蜜芝麻蜜””香瓜甜上心尖尖香瓜甜上心尖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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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17日，由临县现代农

业发展服务中心主办、临县青凉寺乡协

办的临县第二届农机操作手和无人植

保机安全培训暨技能大赛在山西绿佳

缘农机专业合作社举行。此次大赛旨

在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展示农机操作

手和无人植保机的先进技术，促进农业

现代化发展，来自全县各乡镇的 55名

优秀选手参加比赛。

大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们

精神抖擞、跃跃欲试。在拖拉机比赛

环节，选手们熟练驾驶拖拉机，完成

与旋耕机的挂接、移库、定点停放以

及模拟田间开沟作业。他们操作着

庞大的农机设备，展现出了精湛的技

艺和沉稳的心态，赢得了现场观众的

阵阵喝彩。无人植保机技能比赛同

样精彩纷呈。专项赛采用笔试与实

操两个环节，考核内容围绕无人植保

机的基本知识、农药的基本知识、农

药配置、助剂知识以及手动飞行、自

主飞行等。选手们通过遥控器，操控

着小巧灵活的无人植保机在规定区

域内进行模拟喷洒作业。无人植保

机在空中盘旋飞舞，精准地完成了任

务，不仅展示了选手们高超的操控技

术，也体现了现代农业科技的魅力。

近年来，临县现代农业围绕夯实

发展基础、助力乡村振兴，以农机化技

术装备推广示范、农业生产托管、高素

质农民培训为抓手，推动全县农机化

水平迈上了新台阶。“下一步，我们将

大力推广新技术、新装备，大力培育农

业新质生产力，推进农机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为加快全县农业农村现代化、

助力乡村振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临

县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顺表

示。 （刘生锋 严晓声）

临县：田间“摆擂台”农机手“大比武”

图为比赛现场图为比赛现场。。

7 月 15 日至 18 日，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

了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所

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就

《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要求，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

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

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奠定坚实基础。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吹响奋进新征程的号角，

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

制度保障。

一以贯之全面深化改革

从“落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

“引领时代”，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

国面貌，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

最壮丽的气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气势

如虹、波澜壮阔的全面深化改革进程，

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

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

全会指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

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自觉把

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

设教研部副主任祝灵君认为，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开创性事业，还有

许多未知领域，需要继续大胆探索、改

革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将在不断的改

革开放中实现，一以贯之全面深化改

革，将为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开辟广阔

前景。

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

“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全会明确提出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求“到二〇二

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

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继续’二字，意味着在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改革事业取得巨

大成就的基础上不断深入推进，且越

难越进。强调总目标有助于明确前进

方向、更多凝聚全社会的正能量和共

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

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泉红表示，这

体现了压茬推进改革的毅力和定力，

更具操作性，也将为后续的改革发展

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改革实践得到的宝贵经验，是破

解改革发展稳定难题的规律性认识和

重要抓手。

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

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贯彻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

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

念等原则。

“‘六个坚持’进一步深化了我们

党对改革规律的认识，是新征程上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遵循。要运

用好‘六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同时在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贯彻好这些原

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

究院院长张翼说。

坚持科学改革方法

发展无止境，改革有章法。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

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

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下转4版）

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走向

新华社北京 7月 20日电 7 月 19 日

20时 40分许，陕西商洛市柞水县境内一

高速公路桥梁因山洪暴发发生垮塌，导

致一些车辆坠河。截至 20日 10时，灾害

已造成 11人死亡，另有 30余人失联。

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

作出重要指示，陕西商洛市柞水县境内

一高速公路桥梁因山洪暴发发生垮塌造

成多人失联，当务之急是全力抢险救援，

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

人员伤亡，并妥善做好家属安抚等善后

工作。要注意科学施救，细致排查周边

安全隐患，严防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

区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压实责任，加

强监测预警，强化巡查排险，落实落细各

项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强作出批示，要尽一切努力搜救失联

人员，尽快查明原因，妥善做好善后工

作，并抓紧排查处置险情，严防次生灾

害。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

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做好灾害事故

等防范。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

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

处置工作。陕西省、商洛市已组织力量

开展救援处置。目前，现场救援、善后处

置等工作正在进行中。

习近平对陕西商洛市柞水县境内一高速公路桥梁发生垮塌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抢险救援 强化巡查排险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 （记者 付永文） 7 月 19
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广勇主持

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中心组学习会

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关于全面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论述摘编》部分章

节和中央、省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

见。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为我们进一步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党组班子成员要坚持以身作则，带好

头、当表率，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

所辖；要认真履职尽责，坚决扛起全面

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吕梁工作在

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再作贡献、再立

新功；要恪守为民之责，集中力量办好

省、市民生实事，加快推动新安大道、

柳林东互通等民生项目建设，不断提

高群众幸福感、满意度。

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

防汛关键期，要始终绷紧安全之弦，时

刻保持严阵以待，确保全市安全平稳

度汛。要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

动以及“督检考”问题整改为抓手，紧

盯煤矿“三违行为”、高空坠落、有限空

间作业、道路交通安全等四个重点领

域，深入开展排查整治。特别是强降

雨期间，要做到工地停工、井下撤人、

道路预警。要紧盯全市水库、大中型

淤地坝，以及山洪和地质灾害易发区，

全面压实防汛责任，落实度汛措施，进

一步筑牢防汛底线，保障行洪安全。

要密切监测天气变化，强化值班值守

和应急响应，严格落实防汛“叫应”机

制和“关停撤转”等刚性措施，全力维

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会议强调，要善始善终抓好党纪学

习教育，对标党章党规党纪自我检视，

对照反面典型案例自我警示，推动纪律

学习抓在经常、融入日常，让铁的纪律

真正转化为每一位党组成员的日常习

惯和自觉遵循。要注重深化转化，真正

把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同落实上级决策

部署结合起来，同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结

合起来，让党纪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政府党组会议暨
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张广勇主持

山西农业大学经济作物研究所

把农业科研把农业科研““写写””满吕梁山满吕梁山
□ 本报记者 李亚芝

通 讯 员 吴松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