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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肖力伟

今年“五一”假期，2.3亿人次的国内
游客量又一次带火了众多特色美食。而
提起陕西岐山县，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
不一定会是“西周发祥地”，往往是那碗
闻而生津的五色臊子面。

臊子就是肉丁的意思，一碗配菜
丰富的臊子面，黄色的鸡蛋皮、黑色的
木耳、红色的胡萝卜、绿色的蒜苗、白
色的豆腐，五种颜色既好看又好吃。
相传臊子面源于周代尸祭制度的“竣
余”礼仪。到了今天，臊子面成为岐山
及关中一带招待客人的便饭，新媳妇
过门、孩子过生日、给老人祝寿，通常
都以臊子面招待客人。

近年来，岐山立足当地发展实际提
出发展“一碗面”经济，通过产业链条的
延长，带动更多农民参与到“一碗面”经
济中来，赋予了臊子面更多味道。

“甜”
全村务工收入有望突破百万元

凤鸣镇水泊村是个传统的蔬菜种植
村，该村的胡萝卜和蒜苗在岐山当地很
受欢迎，这也是岐山臊子面的绝佳配
菜。目前，水泊村种植了1100多亩蔬菜，
其中胡萝卜500多亩、年产量35万斤，蒜
苗600亩、年产量约3.6万斤。

水泊村党支部书记罗增建告诉记
者，规模化种植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收
入 10万元左右，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有
望突破 30万元。另外，通过与成熟的企
业合作，村民可以在家门口务工，预计
今 年 全 村 的 务 工 收 入 有 望 突 破 100
万元。

今年58岁的魏文仓是当地的种菜能
手，尝到了规模化种植的甜头。目前他
在村里合作社务工每月能收入 3600元，
魏文仓的爱人也能获得每天60元的务工
收入。

除了水泊村，雍川镇何家村的千亩
花椒、三县寺村的千亩大葱生产基地，枣
林镇范家塬村的千亩油菜生产基地，蒲
村镇鲁家庄村的5000亩优质小麦种植基
地，益店镇永新村的千亩黄花菜、秋葵时
令菜生产基地，无不依托“一碗面”背后
庞大的市场焕发勃勃生机。

“辣”
全县深加工产值53亿元

醋是岐山臊子面中的灵魂，一碗好
面需要醋来增色添味。天缘醋业作为目
前陕西最大的制醋企业之一，年产能 6
万吨。公司副总经理韩永宏告诉记者，
目前企业制醋每年消耗麸皮 5000吨，小
麦、玉米3000吨，原料90%都能从当地采
购。此外，公司还在岐山建立了 1100亩

的优质原料生产基地。
辣椒是岐山臊子面、岐山擀面皮中

不可或缺的一环。关中盛产秦椒，香而
不辣的口味让秦椒颇受欢迎，但是秦椒
的名气远不如川椒，有些“养在深闺人未
识”的味道。

宝鸡德有邻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宝鸡辣椒”为依
托的辣椒深加工企业。公司负责人吕怀
礼告诉记者，围绕做大做强“一碗面”经
济，公司积极与周围村镇共同组建农业
合作社种植辣椒，带动周边就业岗位
2000个，增强了周边农户种植辣椒的积
极性。

“谢凤鸣”传统手工空心面，高端产
品半斤多能卖到 30多元；“秦忆浓”臊子
面，年生产即食臊子面 100万箱、肉制品
5000吨、五色干菜 500吨、专用汤料 2000
吨……38家深加工企业、53亿元深加工
产值，臊子面不仅给岐山县域经济带来
无限活力，更通过龙头企业进一步带动
了第一产业的快速发展。

“香”
1.4万餐饮经营者把美味传四方

2004年，刚过而立之年的谢新辉来
到甘肃兰州，开起一家名叫“金穗岐山食
府”的餐厅。

俗话说十里不同俗，谢新辉很清

楚，经营正宗的小吃既要突出家乡特
点，又要兼顾当地消费习惯，但这也让
他费了不少脑筋。开业前，他和厨师们
反复尝试，终于研制出一整套具有独特
风味的陕西美食秘方，在保留原汁原味
的基础上兼顾了旅游消费市场。臊子
面、擀面皮、臊子排骨、臊子夹馍、合盘
凉菜等十数种名小吃成为餐厅的招牌，
正宗的陕西风味不仅得到了在兰州的
家乡人的认可，更给兰州餐饮市场注入
了新的活力。

餐厅火了，从早上 9 点开门营业到
晚上10点关张，顾客络绎不绝，高峰时翻
台能够达到十几次。每逢节假日，谢新
辉都会在店外支起长条排桌和遮阳伞，
长长的排号队伍让岐山臊子面跻身当地
网红美食行列。

2018 年 6 月，谢新辉注册了甘肃锦
三秦餐饮有限公司，新店经营面积达
1500平方米，生意蒸蒸日上。

无独有偶，赵雅兰的“楚庭秦苑”餐
饮连锁店在网红餐饮遍地的湖南长沙
开了 7 家门店；俞红“美阳”拥有线下直
营店 3 家、加盟连锁店 12 家，拥有线上
平台代理商 90余人，特色民俗食品年销
售额 2200 万元……岐山县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目前全县有 1.4 万多人在全
国各地开餐厅，经营传统臊子面和擀
面皮。

一碗岐山臊子面的“三种味道”

清华大学与河南洛阳
共推乡村振兴远程教学

本报讯（王勇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
者 陈显萍）近日，清华大学乡村振兴洛阳
远程教学站在河南洛阳挂牌。启动仪式
上，清华大学和中共洛阳市委乡村振兴工
作领导小组签订合作协议，并为乡村振兴远
程教学站授牌。

据介绍，清华大学持续面向欠发达地
区、革命老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干
部、乡村师生和产业带头人等各类人才开
展大规模培训，累计培训500万人次。清华
大学乡村振兴洛阳远程教学站的启动，是
双方在人才领域的又一次深入合作，将为
洛阳市乡村振兴本土人才的常态化、可持续
学习提供坚实保障。洛阳将以最优的环境、
最好的服务，努力把远程教学站建设好、维护
好、运用好，打造聚才育才的加速器，成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广元黄茶推介会上展魅力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
艳玲）近日，第十届四川国际茶博会举行了广
元黄茶推介会。记者从推介会上了解到，截
至4月底，今年广元黄茶产量已达20吨。

在推介会现场，主办方为到场嘉宾冲
泡了今年新制的广元黄茶。“作为中茶所选
育的黄化品种，广元黄茶茶芽黄、叶黄，色
彩耀目，茶叶四季均现葵黄色，氨基酸、胡
萝卜素及叶黄素含量明显高于其他绿茶。”
一名了解广元黄茶的经销商表示。

近年来，随着国内绿茶市场竞争日趋
白热化，广元市委、市政府明确黄茶为差异
化发展的突破口，确立了突破性发展黄茶
的思路。为培育市场，广元多次组织黄茶
专场推介会。

京津冀功能小麦
突出“硒+X”发展思路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
杰）近日，首届京津冀功能农业发展暨功能
小麦产业招商会议在河北省柏乡县举行。

会议认为，要做优、做强地方强筋小麦
产业和富硒功能农业，重点是“突出绿色”，
进一步健全安全标准体系，规范标准化生
产，打造绿色富硒产业，开发绿色有机富硒
产品，满足市场需求。通过制定和落实富
硒产品的标准和技术规范，培育一批好的
富硒产品品牌，用品牌来引领各要素向产
业集聚。按照“硒+X”的发展思路，通过

“硒+种植业”“硒+乳业”“硒+加工业”“硒+
养生旅游业”等模式，以12个特色产业集群
为重点，引导更多的资源向富硒带、富硒区
集中，加快建设一批特色集群富硒基地。

近日，沐浴着金灿灿的阳光，重庆市荣昌区河包镇转龙村村民在晾晒粉条（丝）。据了解，该镇每年生产粉条（丝）5万吨，年产值
达7亿元，该产业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高兴明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日前，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
林格尔县舍必崖村，十多台大型农机往来
穿梭，进行整地、浅埋滴灌管、播种施肥一
体化作业，一派热火朝天景象。

今年 62岁的侯云生去年就将全家的
53亩耕地进行了农业生产托管，种植的玉
米比他自己经营时亩均增收近 300元，年
收入增加1万多元。“我和合作社签订了合
同，他们负责耕、种、防、收，我啥也不用
管，一年下来省工省时不说，收入还增加
不少，今年我家的53亩地还要交到合作社
托管。”侯云生说。

稳定的收益，让舍必崖村村民有更多的
时间去打工或从事其他生产。今年，舍必崖
村已经有49%的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托管。

“2018 年，我们在和林格尔县托管的

耕地有1.6万亩，今年我们在当地3个村进
行托管项目整村推进，目前已托管近 4万
亩耕地，给农民当好‘农管家’。”和林格尔
县菁禾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晓东表
示，农户将耕、种、防、收等部分或全部作
业环节委托给合作社，把一家一户办不
了、办起来不划算的事交给合作社办，既
满足了一些农户继续从事家庭经营的意
愿，又让农户享受到规模经营的收益。

据了解，2017年以来，内蒙古在8个旗
县开展农业生产托管示范，目前全区累计
实施生产托管项目 843万亩，托管服务组
织增长到 10654个，80万小农牧户从中受
益。在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带动下，先进适
用的品种、技术、装备等要素导入农业生
产，有效解决了小农户经营方式粗放、生
产效率低下等问题，为加快转变农牧业发
展方式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内蒙古80万农户从农业生产托管中受益

本报讯（邓丽娟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见习记者 孙海玲）今年春季以来，青海省
海东市平安区积极开展春季动物疫病集
中防控行动，以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
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为重点，切实做
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筑牢畜牧业发
展“保护墙”，确保畜牧业健康稳步发展。

平安区按照“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
不漏畜、畜不漏针”的总体防疫要求，大力
开展免疫注射工作。免疫过程中，注重加
强对高致病性禽流感、新城疫、牛羊猪口
蹄疫、猪三联、猪高致病性蓝耳病、“羊小
反刍兽疫+羊痘”、羊四联（羊梭菌病）、牛
出败疫苗免疫注射工作，为防止漏免现象
发生，切实做到“应免尽免”，确保免疫密
度和免疫质量；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
猪瘟、猪高致病性蓝耳病免疫抗体监测合
格率均达到国家标准，小反刍兽疫免疫抗
体合格率达到 70%以上，驱虫覆盖率达
95%以上。

平安区把动物疫病防控作为当前农
业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及时组
织召开区、乡、村三级动物防疫安排部署
动员会，积极落实“领导干部包片、技术人
员包村”责任体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
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逐级签订动物防
疫目标责任书，成立春季防疫督查工作领
导小组，对全区8个乡镇畜牧兽医站和104
个村级防疫员责任落实情况进行定期、不
定期的跟踪督查。截至目前，全区共完成
免疫家禽 150.28 万羽、生猪 8.82 万头、牛
0.1万头、羊0.98万只。

同时，严格按照生物药品管理制度进
行疫苗管理，在疫苗的调运、贮存、分发和
使用环节建立出入库登记制度，并充分发
挥冷链设备作用，按要求运输、保存、使用
疫苗，乡镇兽医站和村级动物防疫员都按
要求在冰箱和冷藏箱中保存疫苗，保证疫
苗效价，并按标准剂量进行免疫，杜绝疫
苗浪费。

青海海东市平安区筑牢畜牧业“保护墙”

□□ 封德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帅杰

眼下正值猕猴桃果树花期前管理的
关键时期。近日，河南省西峡县猕猴桃生
产办公室技术科科长魏金成如约来到该
县丁河镇万亩猕猴桃核心区木寨村，和果
农聊了起来：“近期气温回升很快，今年的
花期普遍要比往年提前一周左右。当前
最紧要的是要做好抹芽、疏蕾等工作，同
时还要施足花前肥、预防溃疡病。”

魏金成是西峡县党史学习教育“我为
群众办实事”乡村振兴组的农业科技顾
问，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省级科技特派员。
如今在西峡，像魏金成一样活跃在田间地
头的省、市、县级科技特派员有 120名，他
们面对面、手把手传授种养技术，指导农
民及时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解答政策疑问。

地处秦巴山区的西峡县是一个“果、
药、菌”传统种植加工大县，已建成沿鹳河
百公里香菇长廊、沿312国道百公里猕猴桃
长廊、北部山区山茱萸基地三大特色产业
集群，猕猴桃、山茱萸、香菇三大特色产业
总产值55亿元，对农民收入的贡献额超过
80%。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峡县瞄准
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急难愁盼问题，从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
手，广泛收集意见，开列问题清单，集中把
脉会诊，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党史学习
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我们村是‘一村一品’
猕猴桃专业村，全村 80%的土地通过流转
种上了猕猴桃，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农业科
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帮助我们解决了管
理和技术上的难题，对提高果子的品质和
产量，增加农民收入帮助很大，现在果农们
的干劲儿更大了、信心更足了！”西坪镇西
官庄村党支部书记胡延灵感慨地说。

党员受教育，群众得实惠。该县依托
明晰的产业结构优势，聚焦特色产业大力
实施“科技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工程”，由县
党史学习教育办公室牵头，从河南省农业
科学院西峡分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西峡
食用菌科研中心、西峡县猕猴桃研究所以
及县林业局、农业农村局、“果药菌”三办
等涉农部门，选派22名副高职称的专业技
术人员为科技顾问，结合乡镇农业技术推
广人才，组建由 120名专业技术人员组成
的县乡科技特派员队伍，深入开展猕猴
桃、香菇、山茱萸、烟叶、杏李等特色产业
科技推广、技术指导、项目攻关等服务，为
特色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截至目前，
该县120名科技特派员已开展特色产业实
用技术培训800场次，培训农民2.5万人，调
整升级产业项目80多个，引导回乡创业人
才新建标准化种植加工基地15个，增加群
众就业1650人，实现科技服务和创业带动
全覆盖，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河南西峡：“田间问诊”拉近距离

近日，以“消费新场景·西瓜嘉年华”为主题的山东聊城高新区2021乡村振兴“许营西
瓜”文化节举行。文化节以推进西瓜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线，采用“政府搭台、农企对接”
的模式，举办对接洽谈、直播带货、网红演出、参观游园、品尝体验、文艺展演及比赛等互
动性活动，并发布高新区品牌品质溯源系统，举行大型超市、网络电商与本地合作社的订
购签约仪式。 郑庆杰 摄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锐）近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
村部、商务部、国家能源局共同组织的
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在江苏
省溧阳市启动。上汽集团、东风、长安、
比亚迪等 18 家车企携 52 款车型参加活
动，企业让利幅度明显。

活动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
一步跨入‘新’时代，助力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为主题，旨在促进农村地区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引导农村居民绿色出行，
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支撑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实现。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活动有三方面创新。一是聚焦重点地
区。下沉三四线城市，选择农村市场需求
旺盛的地区，举办专场和巡展活动，惠及
更多适合购车人群。二是提升供给质
量。重点推动农村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
指导企业做好售后运维服务保障，组织保
险金融机构优化车辆保险、购车贷款等方
案。三是完善政策措施。鼓励地方优化
新能源汽车下乡支持政策，完善新能源汽
车使用条件，鼓励企业加大下乡活动优惠
措施力度，组织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最受欢迎车型评选。组织新能源汽车下
乡企业参与“双品网购节”，通过网上促销
活动等方式吸引消费者购买。

江苏溧阳站是今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
动的首发站，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江苏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开
展车辆销售下乡、充电设施下乡、交通法规
下乡、金融服务下乡、维修保养下乡、视频
直播下乡的“六位一体”活动，在全省掀起
新一轮新能源汽车消费热潮。

据介绍，2020 年下半年开始的新能
源汽车下乡活动，地方政府持续发力，汽
车企业积极响应，下乡车型累计销量超
过20万辆，企业上报的销量信息显示，这
些车型的销量在2020年7月至12月同比
增长了80%，有效助力了新能源汽车市场
总体加速回暖。

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启动
去年活动累计带动相关车型销售超20万辆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强）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2020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报告显示，2020
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4.7%，
专利转移转化日趋活跃，专利保护成效
显著、助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专利研发
投入较大提高、合作创新成为企业重要
创新方式。

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持续稳定在
三成以上。2020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
业化率为34.7%，其中，企业有效发明专利
产业化率为44.9%。“十三五”时期，我国有
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稳定在30%以上，企
业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均在40%以上。

我国有效专利转移转化活动日趋活
跃。2020年我国专利转移转化指数（PTI

指数）为54.7，比2019年提高3.6。PTI指
数由专利产业化率、许可率、转让率、知
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专利质押融资金
额等转移转化数据标准化并加权求和而
成。据了解，该指数以50作为荣枯线，高
于50时，反映专利转移转化活动活跃；低
于50时，反映专利转移转化活动萎缩。

我国专利权人遭遇侵权比例呈下降
趋势。2020 年调查显示，我国专利权人
遭遇专利侵权的比例为10.8%，较2015年
调查数据下降 3.7个百分点，我国知识产
权保护环境持续向好。

专利权人维权意识持续增强。2020
年调查显示，我国企业专利权人遭遇侵
权后采取维权措施的比例为 73.9%，较
2015 年调查数据提高 11.1 个百分点，表

明专利权人在遭遇侵权后更加积极主动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发明专利研发投入力度持续加强。
2020 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研发投入在
100万元以上的比例为 16.5%，比 2019年
高 4.4 个百分点。有效发明专利研发投
入在 10 万元以下的比例较上年减少 1.2
个百分点，降至43.4%。

合作创新成为企业重要的创新方式。
我国近八成企业专利权人开展过合作创
新。52.1%的企业专利权人与上下游企业
及客户开展过合作创新，34.9%与同行业企
业开展过合作创新，27.5%与高校或科研单
位开展过产学研合作创新。其中，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比例为
40.5%，是非高新技术企业的1.9倍。

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