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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来，杨凌示范区在小

麦遗传育种与条锈病防控、牛

羊体细胞克隆、苹果抗逆生物

学、动物胚胎干细胞研究及黄

土高原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等

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建立了干

旱半干旱地区小麦、玉米、油

菜、马铃薯、苹果等生物育种技

术体系，审定通过的农作物新

品种达768个、苹果新品种12

个，为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奠定了坚实基础。

“科研成果涌现，是杨凌示

范区多年来在科技创新重点领

域长期坚持研发取得成果的集

中体现，也是深化改革激发活

力、加强政策引导激励，以及科

技创新投入、金融等协同推进

的结果。”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农业大学教授康绍忠说。

成果转化推广硕果盈枝

翻开杨凌示范区推广基地

分布图，不难发现，从三秦大地

到西部边陲，从戈壁沙漠到青

藏高原，处处彰显着杨凌的农

业科技含量和示范推广的成

果。在黄淮麦区，江苏徐州、河

南长葛等地种植的“杨凌小麦”

穗大粒饱、连年丰收；在陕北高

原，“杨凌玉米”个头硕大、种植

广泛……

去年秋收时节，陕西省榆

林市定边县堆子梁镇营盘梁村

的玉米喜获丰收，田间地头一

派繁忙景象。“自从种上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薛吉全教授团队培

育的‘陕单609’‘陕单650’‘陕

单636’玉米新品种后，收入一

年比一年高。”提及这几年的收

成，玉米种植大户高海宽喜不

自胜。

种植面积从 20亩到 630

亩，亩均种植密度由4000株增

加至 5500 株，每亩产量也从

700公斤提高至1000余公斤，

年纯收入40万元，高海宽不仅

自己尝到了良种的甜头，还带

动周边农户种植近20万亩。

成果转化推广是农业提

质增效的关键举措。杨凌示

范区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科研、育种技术、示范推广等

优势，充分发挥国家（杨凌）农

业技术转移中心和国家（杨

凌）旱区植物品种权交易中心

作用，把杨凌农业科技成果送

到了千家万户。

“杨凌示范区持续完善科

技成果转化和推广体系融合，

在推进区校融合、一体发展上

取得了显著成效，区域协同创

新能力显著增强。”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教授王征兵说。

不仅如此，杨凌还围绕国家

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旱区农业

发展等重大战略需求，不断做大

做强农业科技示范推广文章，探

索形成了一系列新经验、新模

式，尤其是围绕破解科技成果转

化难问题，探索形成了大学试验

站、产业链、农科培训等“六种推

广模式”，打通了农业科技推广

的“最后一公里”。

25年来，杨凌累计推广新

品种新技术2700项，并在全国

18个省（区、市）建成农业科技

示范推广基地350个，年示范

推广面积1亿亩，推广效益达

到235亿元。同时，围绕国家

脱贫攻坚战略，充分发挥杨凌

农科教优势，探索形成了“建设

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做给

农民看，开展农业科技培训、教

会农民干，引导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参与、带着农民干”的科

技扶贫工作模式，数以亿计的

农民从中受益。

值得一提的是，一年一度的

杨凌农高会已成功举办28届，

跻身全国5A级农业综合展会序

列并获国际展览业协会（UFI）

认证、中国驰名商标，成为国内

一流、国际知名的农业展会品

牌，为我国西部地区农业科技成

果转化搭建了重要平台。

“杨凌示范区探索形成了

多种示范推广路径，科技成果

得到快速转化示范，为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发展旱区特色农

业脱贫攻坚等发挥了重要作

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

研究所研究员李立会说。

特色现代产业形成大格局

一座座大棚巍然屹立，整

齐有序；一枝枝藤蔓硕果累累，

丰收在望；一个个南果北种在

杨凌引种成功，新农人喜笑颜

开……在杨凌，随着一座座现

代农业示范园的建设投用，新

时代下农业在这里迸发出“新

活力”，农业变“潮”了，农村变

“靓”了，农民也搭上了致富“列

车”，奔向了幸福生活。

7月初，在杨凌青皮她园

火龙果基地，一垄垄整齐的火

龙果树绵延至视线尽头，有的

果枝刚长出新芽，有的已挂出

果实。工人们在进行剪枝、修

芽等管护工作，基地负责人王

艳正端坐在手机屏幕前，对着

镜头直播。

2009年，王艳和丈夫带着

种植火龙果的经验，从海南回

到杨凌，利用杨凌科教资源优

势和在海南掌握的种植技术，

在杨凌成功种出了高品质、高

产量的火龙果。

在他们夫妻俩的共同努力

下，经过10余年的奋斗，如今

的火龙果种植基地面积达到了

155亩，品种多达20余种。基

地也从刚开始的单一采摘到现

在的多元化经营，迈出了很大

的一步。

一个小枕头，蕴含大科

技。在杨凌职业农民创业创

新园，一个棚内数千个“小枕

头”整齐有序排列，“枕”上秧

苗静谧地吸收着养分。这里

面种植的西甜瓜、西红柿、黄

瓜等果蔬，要比直接种植在土

壤中高产很多倍，而这个“小

枕头”正是杨凌“设施农业3+

2技术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随着杨凌现代农业技术的

推广应用，现如今不仅惠及着

杨凌农民，也被推广到了全国

更多的地方。

“正是靠着创新驱动发展，

杨凌因地制宜谋划产业布局路

径，走上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形成了现代种业、生物医药、农

产品加工、农机装备制造四大

主导产业，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初具规模。”杨凌示范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史

高领说道。

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入

推进和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先

正达、科迪华、恒大、绿地、万达、

华为以及美国嘉吉、阿根廷凯茂

集团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纷

纷抢滩杨凌，杨凌已成为海内外

企业争相投资的热土，结构优

化、价值高端、效益突出的产业

集群正在杨凌加快形成。

国际农业合作持续深化

仲夏时节，阳光火辣辣地倾

泻在中国西北的关中平原上，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教授张

正茂正带领团队在一片仅数亩

大小的试验田里进行麦收。

“这些小麦的后代可能在

‘一带一路’的共建国家种植，

满足他们国家小麦高产、优质

的需求。”张正茂戴着遮阳帽，

穿着运动鞋，小心地在拥有4

万多种育种试验材料的试验田

中穿行。

“去年在中哈农业科技示范

园中的春小麦种子，有4个品种

表现突出，比如‘西农10号’较

当地品种增产28.6%，‘西农12

号’增产超过20%。”张正茂说，

“我现在正在育种的高代小麦，

具有抗旱、抗寒等性状，随后将

在哈萨克斯坦开展种植试验。”

说起“走出去”，杨凌将新

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源源不断

地输送到丝路沿线国家，在那

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2016年以来，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所在的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已成为中国面向“一

带一路”开展农业科技合作交

流的重要平台。

内引外联的杨凌，主动融

入“一带一路”建设，持续为“一

带一路”发展注入活力。与此

同时，杨凌紧抓“上合”机遇，着

力建设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

培训示范基地。

2019年6月14日，上合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召开。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

出：“中方愿在陕西省设立上

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

训示范基地，加强同地区国

家现代农业领域合作”的重

大倡议。

3年来，在国家有关部委

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杨凌示范区扎实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倡议，聚焦“交

流、培训、示范”核心功能，高标

准规划、高起点建设，着力构建

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开放型

农业合作新格局，一批重点项

目已经建成运行，先后举办了

上合组织现代农业发展圆桌会

议、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粮

食安全研讨会、青年科技创新

论坛、“减贫合作与乡村发展”

论坛等重大国际交流活动30

多场次。先后承办了商务部、

科技部援助发展中国家人力资

源培训项目 120 余期，为110

个国家培训了 3200 多名政府

官员、农业科研人才。开展农

业援外培训和远程技术讲座

21期、参训学员达2万4千人

次。上合组织农业基地正在绘

就出一幅“立足中国、辐射上

合、联动周边、面向全球”的农

业国际合作新蓝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自

贸片区、综保区、上合组织农业

基地等相继落地，杨凌正在从

更高层面探索多层次、全方位、

综合性的开放格局。至今，杨

凌已经与 73 个国家和地区发

生贸易往来，入区外资企业 85

家，其中合资企业 17 家，独资

企业 25 家，分支机构 22 家，外

资企业再投资企业 21 家，进出

口总额达到 9.49 亿元。

社会民生事业全面发展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

卷人，人民是阅卷人。25 年

来，杨凌示范区始终把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经济

社会各环节，着力提升民生保

障水平，加快补齐民生事业短

板，聚焦百姓所需所盼，解决民

生痛点难点堵点，给人民群众

带来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在保持经济发展高质量的

同时，杨凌统筹推进产业发展

和社会民生，实现了成色十足、

内外兼修的“高颜值”：

一批批惠及百姓的民生工

程相继建成；引进陕师大杨凌

实验中学等名校、与西安多家

知名医院建立医联体，老百姓

的上学难、就医难问题得到缓

解；农村幸福院实现全覆盖；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交通路网四

通八达，无黑无恶创建扎实推

进，发展和安全统筹推进……

产业与民生协同发展加快

推进，而杨凌经济发展与生态

建设协调推进的力度也进一步

加大。

漫步杨凌渭河湿地公园，

抬头南望可见秦岭，低头俯视

便是灵动的渭河水，波光潋滟

的水面，目光所及之处无不是

山清水秀的诗意画卷。“十三

五”以来，杨凌以持续推进生态

环境质量好转为核心，全域治

水、碧水兴城，出台行动方案，

推进落实河长制，严格的制度、

有力的举措推动生态环境明显

好转。

治水成效折射出杨凌久久

为功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

实践。多年来，杨凌加快推进

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

建设，污染治理强力推进，绿色

发展成效明显，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环境综合治理成效

名列全省前茅，渭河杨凌出境

水质达到三类，地下水质达标

率100%。

蓝天白云、花草相映。市

民陶醉在农科城的生态美景中

纷纷赞叹杨凌生态环境的变

化：“现在杨凌的天是越来越蓝

了，空气也更加清新，心里变得

更加敞亮了。”

25年来，杨凌城乡一体化

建设不断推进，总体经济实力

显著增强，2020 年全区生产总

值较 1997 年增长了 41 倍，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

117 倍，财政总收入增长了

238 倍，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

全感、获得感显著提升。

1997年—2022年，四分之

一个世纪，时间见证前行：杨凌

站好“国家队”履行使命的初心

依然坚挺，科技创新、成果转

化、国际合作等各领域的成效

不断巩固，人民群众享有各项

民生福祉大幅改善……站在示

范区建设25周年的历史新起点

上，杨凌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心怀凌云志，扬帆再起

航。杨凌示范区党工委书记黄

思光说，杨凌示范区将认真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落实

“五项要求”“五个扎实”，立足

“国家队”定位，解放思想、改革

创新、再接再厉，推进示范区在

更高层面履行国家使命、服务国

家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努力

开创创新驱动、示范引领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新局面，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奋力建设中国农业科技现代化改革创新先行示范区
——国家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25年发展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