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荣海）市林业局、市农业农村局本月联
合印发了《安康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名录》，全市现
有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89 种、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217 种（含
变种）。

2022 年，陕西省人民政府陆续公布了《陕西省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名录》《陕西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省林业局、
省农业农村厅印发了《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
物名录》，在此基础上，市林业局、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对
我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名录进行了重新审定，经公
开意见征集、专家论证后予以印发。

截至目前，安康市共有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89 种，其中
国家一级 23 种，包括大熊猫、川金丝猴、秦岭羚牛、朱鹮、林

麝等；国家二级 102 种，包括黑熊、豹猫、毛冠鹿、中华斑羚、
红腹锦鸡等；陕西省重点 64 种，包括猪獾、小麂、酒红朱雀、
寿带、秦岭蝮等。 共有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217 种（含变种），其
中国家一级 5 种（含变种），包括红豆杉、南方红豆杉、曲茎石
斛、象鼻兰、珙桐等；国家二级 66 种（含变种），包括秦岭冷
杉、红豆杉、七叶一枝花、绿花百合、独花兰等；陕西省重点
146 种（含变种），包括竹叶胡椒、檫木、延龄草、银兰、中华蚊
母树等。

通过本次对市域范围内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名
录的重新审定，精准地掌握了全市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
家底，有力地促进了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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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 积极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近年来，平利县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以科技支撑产业发展
为目标，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营造科
技创新“好生态”，不断激发科技创新“新
活力”， 为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
科技力量。

创新平台强动能

3 月初，秦创原（安康）创新促进中心
平利分中心揭牌。 据悉，该分中心启动运
营后，加强与秦创原总窗口 、秦创原 （安
康）创新促进中心对接，做好科技成果信
息收集、整理、发布，还充分利用秦创原优
势资源，深化校地合作、校企合作，支持科
技企业联合高校建立企业技术研发中心，
促进“政产学研金”结合，优化创新创业生
态， 破解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问题，
建立多元、动态、融合、持续的协同创新机
制。

据介绍，平利深入实施科技企业倍增
行动，不断壮大科技企业队伍，构建科技
型企业梯度培育链条，发挥科技型企业引
领支撑作用， 推进各类科技项目实施，推
动更多科创项目、科创企业、科创产业在
平利落地转化。 该县将以推进秦创原创
新驱动平台建设为契机 ， 加快建设数
字经济产业园 、 新材料产业园 、 富硒
农产品加工产业园等 3 个秦创原产业
园， 推进创新链和特色产业链深度融合，
进一步调整全县产业结构，服务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

基地支撑创新，科技研发赋能，小县
城也出“大制造”。平利县电机制造有限责
任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2013 年
制造的机器就卖到湖南、湖北、云南、贵州
等地，2016 年“西安交通大学平利粮食加
工装备产学研一体化示范基地” 落户公
司， 围绕平利县区域化优势特色产业，公
司还建立了“西安交通大学平利绞股蓝冻
干装备产学研一体化示范基地”等。

据该公司相关人员介绍，依托产学研
示范基地，公司成立了安康市科技创新装
备制造市级专家工作站，组建了以西安交
通大学长江学者李涤尘教授为首席专家
的研发合作团队，构建了“交大研发、平利
制造”联动发展机制。 2021 年，该公司生
产的静态环流房式烘干机被评为陕西省
重点新产品，被农业农村部中国农学会评

为中国农业农村重大十项新装备之一。
积极搭建人才交流、 人才服务平台，

充实人才库，漾活人才池。 平利不断强化
科技人才支撑，落实好《平利县吸引人才
若干政策措施》和《关于鼓励引导人才向
基层一线流动的具体措施》，选派“三区”
科技人才，与企业实现对接，全方位开展
技术服务，助推产业发展。 在省级系统中
组织注册 72 名科技特派员的同时， 完成
106 名自然人科技特派员、20 名法人科技
特派员国家系统登记备案，充分激发“田
秀才”“土专家”“乡创客”队伍活力，对口
包抓主导产业，开展技术服务指导。 平利
还以主导产业关键技术作为主攻方向，先
后与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科院、西安生漆研
究所等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合作，引入高校
人才，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科技赋能茶生“金”

在采茶旺季，位于平利西河镇善斌茶
业的国家专家服务基地，专家团成员刘涛
正一边为茶农讲解采茶制茶技术，一边现
场示范。 同时，现代信息技术也在助力生
态茶园建设。 轻点手机，光照度、温湿度、
土壤 pH 值等茶园生长环境数据一目了
然。这是善斌茶业与国家级专家服务基地
合作的实时监测项目，采用 5G、物联网、
大数据等手段，打造“智慧生态茶园”，实
现科技赋能、产业升级。

改变的不仅仅是田间地头，还有加工
车间。以前靠手感和经验做茶，现在靠“数
字科技”来做茶。通过在烘干、揉捻等各工
序的制茶设备中加装信息模块对设备数
据进行采集， 记录下每一道工序中的温
度、时间、进叶量，实现实时记录各项工艺
参数以及各项工艺上的无缝衔接，使茶叶
加工迈向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

科技赋能茶生金。平利还以夏秋茶综
合利用为重点，对现有茶产业链进行有效
补充的延链、补链、强链，致力于茶叶全资
源综合利用，通过“吃干榨尽”，降低生产
成本，提高首位产业的经济效益，真正实
现因茶致富、因茶兴业。

近日， 陕西省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
2023 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其中，由安康市政府提名、平利县一茗茶
业有限责任公司牵头完成的“富硒茯茶新
产品研发及关键技术集成”项目荣获陕西

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富硒茯茶新产品研发及关键技术集

成” 项目围绕富硒茯茶的关键技术环节，
以稳硒技术把控为突破口，通过标准化种
植管理、茶园配方施肥、茶叶加工工艺及
设备改进等技术研究，对茶园、工艺的监
控，把硒元素稳定在 0.26 以上，制定起草
发布相关标准 3 项，此项技术可有效解决
陕南夏茶、秋茶的利用问题，从而大大提
高茶园经济效益。新产品“叶叶金花茯茶”
荣获全国特质农品。 公司先后被授予“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平利县茯茶生
产基地”“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
基地”和“全国农产品全程质量控制技术
体系试点单位”。

“小草”也靠“大科技”

近年来，平利着力建设全国绞股蓝第
一县，2002 年平利被国家列为绞股蓝标
准化种植示范区，2004 年通过示范区验
收 ， 被国家认定为 “中国绞股 蓝 原 产
地 ”， 先后颁布平利绞股蓝省级地方
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 ， 通过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和中国驰名商标认定。在绞股蓝
产业取得突破发展的过程中，科技助力须
臾没有缺席。

3 月中旬，陕西省林业局 2024 年第 4
号公告发布 2023 年度陕西省林木良种名
录，由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西北濒
危药材资源开发国家工程实验室（药用资
源与天然药物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牛
俊峰副研究员团队和平利县神草园茶业
有限公司共同选育的绞股蓝新品种 “秦
怡”和“秦姣”名列其中。

为了树立陕西省绞股蓝特色品牌，提
高绞股蓝品质，2003 年，陕西师范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肖娅萍教授团队和平利县神
草园茶业有限公司开始选育陕西省绞股
蓝优良品种，2010 年，绞股蓝“平利 1 号”
和“平利 2 号”获得陕西省林木良种；2016
年，“秦珑”和“福音”获得陕西省林木良
种；2023 年 10 月， 陕西省林木和草品种
审定委员会组织专家和工作人员开展“秦
怡”“秦姣”品种审定现场初审工作，专家
组对其生长状况、表型特征和抗逆稳定性
等多项因素进行查定，查阅相关资料详细
比较这两个新品种与对照品种的差异特
征。

数据表明，“秦怡”是经绞股蓝甜味类

型优良单株及无性系测定选育而来。该品
种为雄性，二倍体，叶片肥大，翠绿色，味
甜。 试验地亩产地上鲜重 1865kg、 地下
2093kg、干草 310kg。 总皂苷含量 11.6％，
绞股蓝皂苷 A 含量 6.7％，适宜制茶，优质
茶采集时间在 5 月初至 8 月底（龙须、芽
尖）。该品种对白绢病、白粉病和叶斑病性
有较强抗性，适于药用和制茶。 适宜在陕
西秦巴山区及相似生态区推广应用。

“秦姣”是以绞股蓝长柄类型为母本、
六倍体类型为父本经杂交选育而来。该品
种为雌性，四倍体，叶肥厚、卵状长圆形，
叶色深绿，味苦。 试验地折合亩产地上鲜
重 2795kg、地下 1216kg、干草 350kg，总皂
苷含量 9.6％。 该品种抗旱性强， 对白绢
病、白粉病和叶斑病有较强抗性，主要用
于药用，适宜在陕西秦巴山区及相似生态
区推广应用。

除了拥有优良品种， 要实现高产高
质， 还必须进行科学栽植管护。 4 月 14
日，在公司绞股蓝种苗大棚里，平利县茶
叶和绞股蓝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汪显安
正在对公司业主殷刚悉心进行移栽技术
指导。

“在恒温恒湿大棚里进行栽植管护，
绞股蓝嫩叶和根茎产量将比露天种植翻
一番。 ”殷刚介绍，除了两个种苗大棚外，
另外 87 个大棚里已经进行了土地深耕、
起垄和打窝，用于绞股蓝种苗的移栽。 大
棚里的微灌系统也在调试之中，在微灌系
统安装投用之前， 使用水龙头进行浇灌，
不仅浪费水资源，还将幼苗冲刷得东倒西
歪。 使用雾化水进行微灌后，在节约水资
源的同时，实现均匀喷洒。

优良品种经过科学种植，在达到高产
的同时实现了绞股蓝品质的源头把控，更
适宜用于进一步的精深加工。该公司不仅
在园区建起了绞股蓝博览馆，还推出绞股
蓝茶粉、绞股蓝酒、绞股蓝食品等深加工
产品。 2023 年 9 月初，在 2023 年中国特
色旅游商品大赛颁奖仪式上，该公司推出
的绞股蓝方便粉丝荣获银奖。

科技助力让“小草”唱“大歌”，绿野生
传奇。 截至目前，平利县有绞股蓝标准化
种植基地 5 万亩 ， 绞股蓝产品产量达
7000 余吨，实现产值 7 亿元以上，平均亩
产值达 7000 元左右。 绞股蓝产业已经成
为平利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和农村经济发
展的主导产业。

平利：科技赋能向“新”行
通讯员 陈力 吴兵

我市现有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89种野生植物 217种

忆往昔峥嵘岁月，展妇幼健康风采。 2024 年，安康
市妇幼保健院迎来 60 岁生日，历史长河中的 60 年间，
一代又一代妇幼人，一棒接一棒，默默耕耘艰苦创业，
一步一个脚印开拓进取奋发图强。 60 年筚路蓝缕、薪
火相传，60 年匠心铸造誉满金州， 为更好传承妇幼精
神，弘扬医院文化，体现和谐的医患关系，安康市妇幼
保健院、安康日报社联合举办“我与安康妇幼”主题征
文活动，现面向市内外广大作者征稿，诚邀各位积极
参与。

一、主办单位：安康市妇幼保健院 安康日报社
二、征集时间：2024 年5月 1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10 日止。 征文结束评审结果予以公布。
三、征稿要求:
本次征稿以“我与安康妇幼”为主题，参赛作品必

须为原创投稿，真情实感，符合读者趣味要求和文化
审美。 体裁以散文、通讯、纪实为主。

1.院史采风：以亲历者、见证者的角度叙述医院各
个时期的发展纪实，反映医院发展成就、技术发展、办
医精神等。 对重要发展成就和典型人物故事的追忆，
可以是医者风采、艰辛拼搏、医患真情等。

2.就医经历：记录自己或家人朋友与医院的接触
经历、就诊服务感受、医患难忘故事以及就医趣闻轶
事等。

3.幸福感悟：征集在医院出生的宝宝及家人，在迎
来新生命，体悟家庭幸福和产房内外的故事等点滴趣
闻。

4.职工心声：医院员工可结合自身感受，讲述安康
市妇幼保健院建院 60 年来在党建引领、 医德医风建
设、学科体系建设、医院文化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妇
幼公共卫生、 医疗环境建设等方面发生的标志性变
化，也可体现个人成长成才、科室和谐发展、服务患者
的故事等。 可以是自己的故事，也可以是身边人的故
事，以凡人小事反映安康妇幼 60 年发展主题，以真实
经历触发妇幼人的共鸣。

5.医院展望：叙述医者风采、艰辛拼搏、医患真情
的难忘见闻和对医院愿景的美好展望、 诚挚祝愿，抒
发对医院的情怀、感想等。

四、参与方式：
参赛作品通过电子文本发送至征稿邮箱（安康日

报社或安康市妇幼保健院）。 要求：作品标题+作者真
实姓名+作者简介+联系方式。

安康市妇幼保健院：
ankangfy@126.com （联系电话：0915-2111180）
《安康日报·科教周刊》：
akrbkjzk@163.com （联系电话：0915-3268517）
五、 奖项设置: 征文大赛根据采编情况设多种奖

项，具体情况另行公布。 大赛将聘请相关人士组成评
审委员会， 针对所有征集到的优秀作品进行严格审
阅，采取不记名投票的方式，评出各等级奖项，颁发奖
金和荣誉证书。

六、所有参赛作品均视为作者自愿参与，主办方
享有独立使用权和改编权。 本次大赛所有解释权归主
办方所有。

安康市妇幼保健院 安康日报社
2024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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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红腹锦鸡 薛勤学 摄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朱鹮 薛勤学 摄

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珙桐 刘平 摄 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红豆杉 刘平 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春兰 荣海 摄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东方白鹳 薛勤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