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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科植物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药用价值
和文化价值，2021 年新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名录》把象鼻兰、曲茎石斛、杜鹃兰、
独花兰、杓兰属等多数兰科植物列为国家重点
保护植物，我省把所有野生兰科植物均列入到
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足以彰显兰科
植物重要性。化龙山自然保护区是陕西省兰科
植物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随着科研调查进一

步深入，兰科植物新纪录频频被发现。 近期又
发现了血红肉果兰和齿突羊耳蒜等两种特别
稀有的兰科植物， 均属陕西省兰科植物新纪
录。

血红肉果兰（Cyrtosia septentrionalis(Rchb.
f.)Garay.）为菌类寄生草本植物。 植株高大，茎
红褐色。 总状花序，花黄色；萼片椭圆状卵形，
背面密被锈色短绒毛；花瓣与萼片相似，无毛；
唇瓣近宽卵形，短于萼片，边缘有不规则齿缺，
内面沿脉上有毛状乳突或偶见鸡冠状褶片。果
实肉质，血红色，近长圆形，不开裂。 种子周围
有狭翅，连翅宽不到 1 毫米。 花期 5-7 月，果

期 9 月。 原记载国内只分布于安徽、 河南、湖
南、浙江等省区。该植物所隶属的肉果兰属，亦
为陕西省兰科植物新记录属。

齿突羊耳蒜（Liparis rostrata Rchb.f.）为一
种陆生草本植物。 假鳞茎卵形，外被白色的薄
膜质鞘。 叶 2 枚，卵形，全缘，基部收狭并下延
成鞘状柄。总状花序，花序柄两侧有狭翅；花淡
红色；萼片披针形或狭长圆形；花瓣丝状；唇瓣
近倒卵形，先端具短尖，边缘有不规则齿，基部
收狭，无胼胝体；蕊柱稍向前弯曲，顶端有翅，
基部扩大，在前方有 2 个肥厚的齿状突起。 原
记载我国仅在西藏自治区和云南省有分布。

本报讯（通讯员 孟辉）11 月 12 日，
第六届陕西省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
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杨凌示范区众创田
园举行。我市推荐的紫阳县科宏茶业有
限公司、岚皋县秦巴红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在决赛中过关斩将、脱颖而出，包揽
两项冠军。

第六届陕西省农业科技创新创业
大赛由省科技厅、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共
同举办，本次大赛聚焦推动秦创原创新
驱动平台建设， 突出农业产业培育，积
极引导科技、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向
农业农村聚集， 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培
育地方特色产业， 打造地域知名品牌，
遴选推介一批创新性强、 适用面广、成
功率高、示范性好的项目，进一步激发
广大科技人员及返乡下乡人员的创新
创业热情，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农业农
村创新创业的氛围。该项活动自 7 月份

启动以来，我市认真组织筛选，通过线
上培训及初赛、复赛，最终共有 4 家企
业杀进全省决赛，其中 2 家企业入围农
业初创组决赛、2 家企业入围农业成长
组决赛。在决赛环节，我市参赛企业凭借
前期充分准备和现场精彩路演，在 36 个
进入决赛的企业当中脱颖而出， 最终 2
家企业分别斩获成长组一等奖和初创组
一等奖，分别获得奖励资金 5 万元，创我
市参加该项赛事以来最好成绩。

据悉，省科技厅将把本次获得一等
奖的两家参赛企业直接推荐参加全国
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并优先纳入创
新项目库，在省级项目计划中优先给予
支持。

猕猴桃采摘后， 果园管理还有许多
问题需要注意，如叶片提前掉落、病虫害
潜伏、低温冻害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猕
猴桃树的生长， 还会对来年猕猴桃产量
与质量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做好采果
后猕猴桃园的管理尤为重要， 应做好以
下几点：

一、清园与涂白
采果到落叶后，彻底清除果园病枝、

落叶、烂果、枯草、果袋及杂物，集中烧毁
或深埋， 结合果园土壤耕翻破坏和消灭
果园越冬病虫害繁衍体。刮除粗老翘皮，
全园树干涂白。 涂白剂配方:水 10 份、生

石灰 2 份、食盐 0.5 份、固体石硫合剂 1
份或硫磺粉 25 克。

二、施肥与灌水
依树势、树龄、产量等适时施肥，亩

施有机肥 3000-5000 千克，配合施果树
专用肥 80-100 千克或复合肥 150 千
克，撒施、放射状施、环状沟施均可，以树
体大小而定。 施后深翻 20-30 厘米，以
不伤大根为标准。 掌握昼夜冻时进行 1
次全园冬季灌水。

三、病虫害防治
处理病斑 ，破除虫卵虫茧 (如斑衣

蜡蝉的卵块、黄刺蛾的虫茧等)。 对于溃

疡病，采果及落叶后施药 ，采取全树喷
雾和主干药剂涂抹的方法，建议喷雾选
用的药剂是可杀得 3000 悬浮剂 800-
1000 倍、3%噻霉酮 1000 倍液、 中生菌
素可溶性粉剂 500-600 倍液 、 叶枯唑
可湿性粉剂 500-600 倍液 ； 主干涂抹
的药剂可选用可杀得 3000 悬浮剂 80-
100 倍。

四、整形与修剪
改多主干上架为单主干上架，每株

沿行向以相反方向培养两个主蔓，主蔓
上直接着生结果母枝。结果母枝上当年
生健壮的营养枝是来年良好的结果母

枝， 视长势和品种特性留 8-12 个芽短
截，弱枝少留芽，强枝多留芽，极旺枝可
在第 15 节位后短截。 已结果 3 年左右
的结果母枝，可回缩到结果母枝基部有
壮枝、壮芽处，以进行更新。已结果的徒
长枝， 在结果部位上 3-4 个芽处短截，
长、中果枝可在结果部位上留 2-3 个芽
短截，短果枝一般不剪。 留作更新枝的
保留 5-8 个芽短截。 彻底疏除病虫枝、
细弱枝、过密枝、徒长枝 、损伤枝 、干枯
枝、无利用价值的萌蘖枝和无更新能力
的结果枝。

本报讯（通讯员 陈正余 陈佳）11
月 11 日，陕西省园艺技术工作站站长
王周平一行调研汉阴县蚕桑产业。

调研组先后深入汉阴县平梁镇兴
隆佳苑社区千亩蚕桑产业联建基地 、
汉阴县嘉木田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平梁镇新河村云耀苗木有限公司
等蚕桑基地， 调查了解蚕桑产业发展
情况。 调研组对兴隆佳苑社区党支部
“三联”工作机制和“三个一产业发展
模式”给予高度肯定和评价，认为在乡
村振兴产业发展起到了示范样板作
用，值得推广。 在育苗圃查看了苗木出
土情况，认为本地繁育的“强桑 1 号 ”
“农桑 14”苗木成活率高，可减少外调

苗木运输损失，鼓励苗商与当地合作，
大面积繁育桑苗。

座谈会上， 在听取了汉阴县蚕桑
产业发展的现状和下一步工作打算以
及我市蚕桑产业的现状、问题和“十四
五”蚕桑发展思路后，调研组对汉阴县
蚕桑产业发展定位和思路给予了高度
评价， 建议加快蚕桑产业转型升级速
度，加大桑叶茶、桑芽菜等蚕桑副产品
的开发，延伸产业链，增加蚕桑产业的
综合收入。 同时肯定了安康市蚕桑产
业转型升级的目标定位和发展思路 ，
认为安康蚕桑是陕西的一面旗帜 ，要
巩固产业基础， 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

今年 43 岁的吴永虎，毕业于青岛科技大学，先后
在西安和广东就业，年销售业绩达 1000 万余元。后在
西安自主创业，事业蒸蒸日上。 在外的日子虽然有所
收获，但总是不那么安定，因为他心里始终装着家乡
的那一方土地。

2009 年底，吴永虎回到家乡旬阳小
河镇，在党的三农政策的支持下，承包
龙王滩村几百亩土地，从事大棚菜和葡
萄种植， 并于 2010 年成立了金田元农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方向主要为农
产品种植、畜禽养殖以及农业技术咨询
服务和新产品推广。

王滩村是传统的农业山区，农业基
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差， 经济相对落后。
多年来，零散乱的传统农业模式导致农
业创新能力不强，信息化程度低，土地
收益差，农民种植积极性不高。 吴永虎
将农民的土地承包过来，集中进行规模
化经营， 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及收益，
鼓励农民以土地或资金的方式加入到
合作社，合作社的发展为农民提供了就
业的机会，实现了农民增收。

在生产经营的同时，吴永虎积极报
名参加各种与农业农民相关的培训学
习，把学到的知识技能与多年的企业管
理经验有机结合应用到生产实际中去。
如何破解传统农业收益低下，如何实现
山区农业华丽转身，如何提高农民种田
的积极性，这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

“首先要转变农民传统的思想，将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捆绑嫁接到农民
身上，让一些看得见、摸得着、拿得起、

放得下的变化和实惠呈现在他们面前。 ”吴永虎这样
说。 合作社采用“统一供应农资、统一技术培训、统一
标准化生产、统一品牌和包装，统一保护收购价”五统
一服务联结社员，不仅保证了农户生产资料的及时供
应，而且质量可靠，为社员成功种植提供了物质保障，

合作社社员大部分的农产品由合作社统一销售，不仅
保证农产品的及时出售、回笼资金，而且可实现二次
分配，为社员增收。 2017 年以来，合作社为解决土地
流转困难问题，大力实施土地入股措施，既让当地农
民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又
使合作社有效解决了发展土地不足问题，实现合作社
与当地农民双赢的可喜局面。

通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金田元农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实现了从亏损到赢利的华丽转变， 并于 2015 年
被旬阳县命名为 “县级农业示范园区”，2017 年被安
康市命名为“市级农业示范园区和市级示范合作社”。

“不光要自己能挣到钱，更多的是想带动乡亲们
一起走上致富之路。 ”这是吴永虎回乡创业初期就定
下的目标。 2016 年， 他参与旬阳县产业脱贫帮扶项
目， 在寨子沟和龙王滩村 64 户贫困户发展土鸡养殖
业，投放鸡苗、发放饲料和鸡蛋，同时给予技术指导，
带动农民户均增收 2800 余元；2017 年， 他在小河镇
中心村与 30 户农户签订土豆订单收购协议，2018 现
收现付， 让农户户均增收 3500 余元；2019 年 7 月份
收购土豆 17 万余斤， 带动农户户均增收 6000 余元；
今年上半年吴永虎在龙王滩带领当地村民发展水稻
种植业， 水稻种植面积达 180 余亩， 预计户均增收
5000 余元。 合作社的生产发展，解决了 20 多个剩余
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带动村民增收达 30 余万元。

“看到他们收获后的喜悦，我觉得一切的辛苦都
是值得的，因为我的心在农村。”吴永虎说，如今，他也
有自己的打算，他将依托园区优势，以电子商务为切
入点，因地制宜构建旅游板块，发掘农家乐、采摘园等
人们喜闻乐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延长产业链和
提高产品附加值， 积极引导地方种植业向规模化、标
准化、品牌化发展，为构建产业化、市场化、集团化的
合作社体系而继续努力。

我市企业在全省农业科技
创新创业大赛中包揽两项桂冠

省园艺技术工作站调研安康蚕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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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技中心 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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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 动物都是可以培养
感情的， 很多野生动物长得很萌也不
伤人，拿回家好好照顾，就能成为宠物
了。

且不提法律方面的问题， 野生动
物本就不适合生存在我们的家里 ，这
对它们的健康非常不好， 也会极大地
干扰我们的日常生活。

除了一些已经驯化的动物如猫 、
狗、仓鼠、豚鼠、虎皮鹦鹉、金鱼 、豹纹
守宫等动物适合做家养的宠物， 绝大
多数动物并不适合人类室内环境 ，所
有野生动物均不适宜在家饲养。

野生动物无法适应人类城市的生
活，当宠物养会极大地损害它的健康。
对于绝大多数野生动物来讲， 我们的
居室是一个非常嘈杂的环境， 而喜欢
安静的它们身处这种环境内就会长期
焦虑。

很多野生动物为了寻找食物每天
需要走大量的路， 比如三趾心颅跳鼠
的活动范围就可以达到两千米或更
远，但在狭小的笼子中运动量很少，再
加上投喂饲料与野外食物差异很大 ，
对其健康影响很大。

而野生动物的一些习性也会影响
我们的生活。 很多哺乳类动物都是靠

气味进行彼此间沟通，所以体味会非常
大。 曾经有一个人购买了一只红白鼯
鼠作为宠物饲养，他家终年散发难以描
述的刺鼻气味， 甚至刚下电梯就能闻
到；而一些鸟类尤其是大型鹦鹉的鸣叫
声穿透力极强非常刺耳，曾经有新闻报
道有一个人非法饲养了一对黄蓝金刚
鹦鹉，但由于鸣叫声太过扰民被邻居投
诉而被捕。

此外，很多人不自觉地无视了，野
生动物有难以控制的“野性”。 和宠物
不同，很多野生动物都需要对领地进行
标记，比如用气味腺分泌的液体涂抹、
在地上留下大小便、在木头上留下抓痕
咬痕等等行为，而在家里动物只要做出
其中一项，我们都是难以接受的。

有人曾花高价买了一只野生豹猫
在家饲养，结果她的家里从此所有木制
品和布制品几乎全部被抓坏，家里的电
器的电线也经常被咬断，最终因为家人
无法承受将其送到野生动物救助中心。

所以说，野生动物只可远观不可亵
玩，为它好也是为你好。

（来源：科普中国）

野生动物，再可爱也别当宠物养

本报讯 （通讯员 邱菊 ）11 月 10
日，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
究所与安康富硒企业合作的 “富硒食
品制造项目” 产学研工作推进会在中
国富硒产业研究院召开。

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结合形式。 中
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果蔬食品
制造与营养健康团队首席科学家毕金
峰研究员及其团队参加了会议， 并详
细汇报了与安康济波泉农业、 岚皋烛
山食业公司合作项目 《富硒南瓜精深
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新食品制造》《魔
芋精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富硒营养
健康休闲食品创制》 研究进展情况及
下阶段工作计划。 安康市富硒产品研
发中心及企业负责人就南瓜、 魔芋精
深加工以及富硒产品精深加工技术需

求和瓶颈与毕金峰研究员团队专家展
开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共同推进下一
步更加精准、高效、务实产学研合作。

自 2020 年 6 月安康济波泉农业、
岚皋烛山食业两家富硒企业与中国农
科院农产品加工所签订富硒食品制造
合作协议以来， 安康市富硒产品研发
中心积极发挥院地合作桥梁作用 ，主
动对接、经常沟通，并给予补助支持 ，
力促富硒食品制造产学研合作落地见
效。 下一步，将进一步优化工作机制，
促进更多富硒企业加大科技创新产学
研合作， 加强富硒产业关键核心技术
协同攻关， 以深化产学研合作促进产
业基础再造， 更好服务安康富硒产业
创新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孙远玲）近日，农
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发文
《关于公布 2021 年耕地质量标准化验
室名单的通知》，旬阳市农业技术推广
站土肥化验室通过国家耕地质量标准
化验室考核， 被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
监测保护中心命名为 “耕地质量标准
化实验室”。

旬阳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土肥化验
室始建于 2000 年， 化验室建成来，为
我市测土配方施肥、 化肥减量增效项
目、耕地质量监测、农建项目土壤检测
等工作提供了 1 万多个土壤养分检测
数据，对决策提高我市科学施肥水平、

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提供了
有力的技术支撑 。 特别是 2016 年以
来，依托化肥减量增效示范项目，化验
室以“面向全社会、服务大农业 ”为宗
旨，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全面服务本市
辖区 21 个镇的土壤检测工作，检测环
境、仪器装备得到明显改善和升级，业
务水平、 服务能力得到明显加强和提
升，服务职能进一步强化。

今后， 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将充分
发挥耕地标准化实验室示范带动作
用，助力我市耕地质量的提升，为开展
耕地质量调查监测与评价等工作提供
技术服务支撑。

旬阳农业技术推广站土肥化验室
被命名为“耕地质量标准化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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