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康市汉调二黄艺术保护传承发展条例》普法宣传活动走进宁陕县
阳光讯（记者向博通讯员杨宁程志林

文/图）8月13日，《安康市汉调二黄艺术保
护传承发展条例》（以下简称叶条例曳）普法
宣传暨汉调二黄巡演活动在安康市宁陕

县电影院举行。

此次活动由宁陕县人大常委会、宁陕

县人民政府主办，安康市汉调二黄研究

院、县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县司法局、县教

育体育局、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活

动期间，县司法局对《条例》进行了普法宣

传，还为现场观众发放了《条例》读本。

活动在汉调二黄新唱《你的美丽》中

正式拉开序幕。随后，汉调二黄现代戏

《激战牛蹄岭》、折子戏《二进宫》和《乔木

花》、汉剧歌伴舞《大美安康》、宁陕民歌

《哥哥真是好心人》等精彩节目相继上演，

为广大群众送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

盛宴，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这些

节目不仅展现了汉调二黄艺术的独特魅

力，还加深了观众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

与喜爱。

据了解，汉调二黄是陕西的第二大

剧种，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曾经盛极
一时，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为了保护汉调二

黄传统文化，《条例》于2023年10月26日
经安康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2023年11月30日
经陕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自2024年6月1日
起施行。

《条例》实施以来，宁陕县积极开展普

法宣传，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持续推动地

方文化振兴、保护、发展等工作，着力实施

汉调二黄剧种保护工程，强力推进汉调二

黄艺术的振兴和繁荣。

近年来，宝鸡市农业农村局紧紧依托种子工作站，聚焦良种筛选、良种繁育、良种推广，优品种、控风险、保供种、扩面积，培育推广了

一批突破性新品种。目前，宝鸡市粮食作物良种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达95%，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为

45%。今年，宝鸡市夏粮再创新高，亩均单产突破317.26公斤，总产达到89.37万吨。 记者芮扬实习生唐娇通讯员庞文渊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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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县城关镇：无花果铺就致富路

阳光讯（记者李孝华通讯员张辉文/图）
时下，走进安康市汉阴县城关镇月河村李

家沟无花果产业园，一颗颗紫红饱满的无

花果挂满枝头，务工群众忙着采摘、分拣、

套袋、装筐……产业园内处处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

“我们的无花果产业已经发展了3年，
种植的无花果品种不仅甜度高、个头大、

皮薄肉厚，还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

价值。”无花果产业发展指导员朱朝保表

示，李家沟千亩特色林果产业园种植无花

果50余亩，采用人工除草的方式管护，避
免了因为使用化学药剂而对果品造成污

染，确保了果品质量纯天然，很受消费者

青睐。目前，无花果每斤按20元的价格出

售，每天能卖200斤左右，一直要持续到10
月中旬。

提起李家沟的千亩特色林果产业，

无论是月河村“两委”还是月河村群众，

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强村富民的好路

子。近年来，月河村结合乡村振兴战略，

依托李家沟良好的生态资源，按照“农业

园区化、产业规模化、农旅一体化”要求，

大力发展樱桃、蜂糖李、无花果等特色林

果产业，实现了产业连线成片、聚点成

群，不仅盘活了林地资源，还打造了生态

采摘、农耕体验、休闲娱乐、科普实践深

度融合的田园综合体，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月河村李家沟特色林果产业发展的

成功案例是汉阴县城关镇推动农旅融合

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镇立足辖区

资源优势，持续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深入挖掘农业领域旅游潜质，积极培育和

发展生态游、观光游、休闲采摘游等农旅

融合产业，开辟了强村富民新路径，提振

了辖区群众发展产业致富的信心。

宝鸡：攥紧种子“芯片”牢牢端稳“饭碗”

为了适宜种子生长，宝鸡市种子工作

站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求真务实、精益求

精、埋头苦干，每年征集引进40个以上的
小麦新品种，依托陈仓、岐山、陇县等5个
农作物品种试验站及各县区示范基地，开

展试验种植，并依据试验数据进行丰产

性、适应性、抗逆性综合评价，科学分析、

精准研判，优中选优、精细挑选“精品”。

针对近几年小麦条锈病多发高发及

极端灾害天气频发态势，宝鸡市种子科技

人员经过多年来的对比研判，多点综合评

价筛选，坚决淘汰退出产量潜力不高、抗

病性差、易倒伏、抗倒春寒能力弱的品种。

“小偃22”曾占到全市小麦种植面积
的一半以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凸显出

了抗条锈病能力差、倒伏严重等弱点，逐

渐退出了大田种植。市、县种子科技人员

相继筛选推广出了适宜宝鸡市不同地理

环境种植的“西农226”“伟隆169”“陕禾
192”“伟隆123”“秦麦369”等一批小麦优良
品种，促进了小麦单产水平的持续提高，

为粮食连年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良种繁育是新

优品种大面积推广的基础，也是科研成果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环节。

立秋过后，玉米正值生长关键期，宝

鸡市种子工作站的科技人员在陇县等5个
玉米新品种种植试验站的300多亩玉米试
验田里，重点对2024年国、省安排的玉米
统一试验、联合体试验和自主试验开展情

况进行了检查评价。同时，检验人员还对

各类玉米品种试验田和示范田开展了转

基因快速检测，严防死守，坚决杜绝含有

转基因成分的品种（系）在宝鸡市违法试

验和种植。

作为全省制种大市，宝鸡紧扣市场净

化、种业创新、种质资源保护、企业扶优等

举措，积极实施种业振兴行动，针对小麦

种子繁育推行穗行圃、株系圃、原种田“三

圃田”制，在种子生长关键期，每年组织检

验人员开展田间检验，淘汰不合格种子生

产田，从源头上保证种子质量，每年生产

繁殖小麦种子5600万公斤以上，可提供
550万亩以上的种植面积。
据了解，宝鸡市种子工作站紧盯全市

粮食生产需求，开展资源挖掘与创新利用

研究，培育高产高效、绿色优质新品种。

2023年，全市审定或登记农作物新品种14
个，小麦品种“秦麦851”“秦麦369”“陕禾
1028”通过国审，8个玉米、小麦品种通过
省审，3个大豆、油菜、辣椒品种通过登记。
扶风县以创建国家级制种大县为抓手，引

导种业企业与种粮大户和村集体经济组

织签订良种繁育订单，实行保护价收购。

在种子繁育过程中，宝鸡市广泛采用

适期适量播种、种子包衣、土壤处理、化学

除草、病虫害科学防治等措施，精细化管

理，推广全程机械化耕作模式及节水抗旱

设施，降低成本、提升效益，并鼓励引导种

子生产企业积极申请建立小麦种子质量

认证试点。

为了净化市场，加强小麦种子质量监

督检验，市种子工作站按照“市级抽检、县

区全检”要求，坚持每年对所有经营种子

门店种子净度、水分、发芽率、纯度“四项

指标”进行质量监督检验，杜绝伪劣种子

流入市场。

2023年，全市建立小麦种子生产田
14万亩，占全省小麦种子生产面积的40豫以
上，除满足宝鸡市小麦生产用种外，还销

往河南、甘肃、河北、湖北、安徽等10多个
省市。

优良品种的推广应用，既是粮食大面

积丰产丰收的基石，也是农业科技的核心

载体。宝鸡市将选用良种、田间管理、休耕

轮作等技术集成应用，征集引进了“西农

226”“伟隆169”等优质高产小麦新品种40
余个，并在扶风、岐山、千阳等县区建立了10
万亩以上的小麦良种繁育基地，加快品种

更新换代。

示范展示在良种推广中具有事半功

倍的作用。宝鸡市每年都要建立8个以上
千亩方和示范制种田，集中展示骨干优良

品种20个以上，并组织科研院所、专家教
授以及种子企业、种子经营户、种粮大户

走进田间地头，现场观摩、分析研讨，推广

高产稳产、抗病抗逆的好品种。

攥紧种子“芯片”，牢牢端稳“饭碗”。

下一步，宝鸡市将以种业振兴行动为契

机，持续加力推进良种筛选、繁育、推广的

新技术、新模式、新品种，为全市种业高质

量发展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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