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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深秋丰收时节，在

中国雄鸡高亢版图的中心，

在八百里秦川腹地，陕西杨

凌都会迎来一场以“三农”为

主角，以“科技”为引领的农

业盛会——中国杨凌农业高

新科技成果博览会（以下简

称“杨凌农高会”）。

如今，在杨凌这片沃土，

杨凌农高会已从本土原创的

行业展会，成长为国家5A级

农业综合展会，嬗变为现代

农业领域的“奥林匹克盛

会”，也成为农业领域富有传

奇色彩的熠熠生辉的“金字

招牌”。

蝶变——构筑农业发展
“策源地”

1994年 10月 18日，对

于彼时还是个西部小镇的杨

陵来说，是个值得载入史册

的大日子——首届中国杨陵

农科城技术成果博览会（“杨

凌农高会”前身）开幕，这届

农博会的举办，杨陵实现了

农业专业性展会从无到有的

历史跨越。

2000年，农博会正式更

名为“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

技成果博览会”，实现了规

模、层次和影响再上新台

阶。作为我国重点支持的四

大科技展会之一，以及目前

国内规模最大的农业综合性

展会，如今，再检索与杨凌农

高会有关的信息，新科技、新

成果、新理念成为热门推荐，

备受关注。

新奇的瓜果、无土栽培

的技术、先进实用的农机具

以及各种“神器”，让农高会

屡登热搜榜首；各种中外合

作论坛让杨凌同国际接轨，

推动现代农业发展迈向更深

层级；国际国内知名机构、企

业“青睐”入驻，让杨凌成为

陕西看向世界的“农”眼……

“在杨凌农高会上，我们看到

了中国现代农业的未来。”荷

兰科瑞欧有限公司总裁奥斯

卡·赛乐特曾说。

跨越二十余载芳华，杨

凌农高会成果颇丰，展览面

积从1994年的6800平方米

增至现在的20余万平方米，

接待人数从12万人次增加

到180万人次，签约投资额

由7.3亿元增长至1000亿元

以上。同时，农高会先后获

得中国驰名商标、国际展览

业协会（UFI）认证和全国5A

级农业综合展会认定，品牌

价值达871.19亿元。

绽放——引领市场聚合
新潮流

作为农业科技类盛会，

在首届农博会上，陕西省农

科院与乌克兰农科院就签署

了科技交流与合作协议，将

市场探索的目标定位全球。

随后，杨凌农高会积极创新

形式，通过举办上合组织国

家农业展、国际种业展、乡村

振兴展等专题展览，集中展

示国内外最新农业科技成果

及先进适用技术。此外，依

托杨凌自贸片区和综合保税

区特色优势，杨凌加快推进

与全球市场对接，为全球带

来更多杨凌机遇。

在形式上，为了适应后

疫情时代展会发展趋势，杨

凌通过搭建“云上农高会”平

台，打造“线上展+线下展”

“室内展+室外展”“综合展+

专题展”等创新模式，吸引华

为、先正达、科迪华、拜耳以

及阿里巴巴、京东、久保田等

国内外知名企业参展参会，

进一步扩大杨凌农高会市场

影响力，实现了展会管理、云

上参展、疫情防控、数据溯源

一体化目标。

开放——搭建国际合作
新桥梁

从 70多个国家和地区

参展参会到国际农业合作交

流到300余项国际交流活动

相继开展，再到与 30 余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泛合

作……翻阅近年来杨凌农高

会的“朋友圈”，知名度和影

响力不断加大，溢出带动效

应也在持续放大。

数据显示，从1999年第

六届首次有国外客商参会，到

现在参展参会的国外政要、国

外涉农专家、国外企业家逐年

增多，国际知名大企业不断增

加，涉外展位增幅连年保持在

10%以上。农高会自1994年

创办以来，累计吸引70多个

国家和地区数以千万计的客

商及群众参展参会，参展项目

及产品超过17万项，交易总

额过万亿元，产生了显著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

近年来，杨凌农高会国

际农业合作的比重不断提

升，尤其上合组织农业技

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揭牌

以来，来自沿线国家和地

区的企业与客商将目光

聚焦于此，新时代的农高

会正以“上合元素”为代

表，推动国际合作水平迈

上 新 台

阶 ，以 实

际行动助

力陕西打

造 内 陆

改 革 开

放高地。

继“瑞雪”“瑞阳”两

个优质晚熟苹果新品种

通过国审后，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赵政阳教授团队

又迎来一个好消息——

该团队育成的优质晚熟

苹果新品种“瑞香红”于

近期通过了国家林木品

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西农是杨凌的西农，

需要借助杨凌这个平台将

科技辐射到全国各地；杨

凌是大学的杨凌，每一项

科技成果的发布都需要丰

富的科教资源做支撑。如

今，在陕西杨凌这个拔地

而起的“农科新城”里，在

历经25年的沧桑巨变中，

一场关于果业发展的传奇

故事正在精彩上演。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于2022年8月4日上午9时在富盈酒店一

楼会议室对下列标的进行公开拍卖，具体如下：
一、拍卖标的：
涉案物资免姑一批，重量为40.35公斤。拍卖起拍价为

6.05万元。竞买保证金1万元。
二、保证金交纳账户：云南尔运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山祥和支行
银行账号：2510 0208 0920 0013 166
三、报名及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2年8月3日下午4:

30前。
四、展示及看样说明：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拍卖前一天

展示标的及看样（标的所在地为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接受咨
询。

五、报名资格：仅限机构竞拍，且持有对应要求的相关资质
证书。有意竞买者请携带保证金汇款凭证及相关证件到我公
司办理报名登记手续，签订《竞买约定书》，逾期不予办理。具
体要求见本场拍卖会的拍卖文件及《竞买须知》。

六、地址：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永盛街道永昌俊园2栋906
号。

咨询电话：0875-3050788
云南尔运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8日

初心如磐
打造农业百年盛会

扫码看全文

全媒体记者 吴凡

转型——用品牌注入发展动力

每到初冬时节，杨陵区五泉

镇“58农业”杨凌分公司的高标

准果园就会迎来丰收季，一颗颗

红苹果挂满枝头，描绘着现代农

业产业生态链的生动画卷。

记者了解到，“58农业”杨凌

分公司的高标准果园以苹果种

植为主、大樱桃为辅，除了国内

销售以外，还大量出口菲律宾、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果品供不应

求。“58农业”杨凌分公司副总经

理张小猜告诉记者，得益于杨凌

先进的农业科技和自贸片区的

对外输出优势，高质量的“杨凌

果子”正在源源不断地“走出

去”，满足不同国家的消费需求。

为了让果业成为杨凌发展

的一张“绿色名片”，杨凌加大政

府推动，以大学为依托，基层农

技力量为骨干，充分发挥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等区内科研单位的

产学研优势，进一步完善科技成

果转化机制，打造“技术+品种”

品牌特色，为杨凌示范区现代农

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从赵政阳教授团队选育的

“瑞雪”“瑞阳”“瑞香红”，到韩明

玉教授负责的桃树生物学团队

选育的桃优质新品种“秦桃 1

号”“秦桃2号”和“秦超”，再到

刘占德教授负责的猕猴桃团队

选育的猕猴桃优质新品种“农大

金猕”和“农大郁香”……如今的

杨凌，已经不

仅仅是一个地

名，更是成为

中国农业科技

示 范 推 广 的

“指路灯塔”和

“参考样板”。

育种——用科技力量奠定基础

“我的苹果个头大、口

感 好 ，真 就 是‘ 一 果 难

求’。”提起科技特派员、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白水苹果

试验站的赵政阳教授给自

己生活带来的变化，陕西

省白水县秋林苹果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林秋芳总是笑

得合不拢嘴。

从 2012 年左右只拥

有两亩苹果园的普通果

农，到如今借助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的科技力量发展

新品种，成为当地果业“领

军者”，10年间，林秋芳在

白水苹果试验站的帮助

下，不仅成功繁育果苗，成

立了秋林苹果专业合作

社，还率先在白水县建成

了“瑞阳”“瑞雪”苹果新品

种示范基地，成为十里八

乡有名的“林百万”。

“果业的创新离不开

品种，种业的创新是整个

果业发展的第一要素。”国

家苹果产业体系首席科学

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

艺学院院长马锋旺曾坦

言，作为国家首个国家级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多年来，杨凌围绕着苹

果、猕猴桃等果树的种质

创新以及品种选育，做了

大量的工作，选育出一大

批新品种，有的品种已成

为生产上的主推品种，为

我国果业的更新换代和品

种调整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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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高会盛况（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