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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凌：科技示范 引领产业“蝶变”路
全媒体记者 耿苏强

杨凌：奋力打造新时代乡村振兴引领示范区
全媒体记者 行波

1997年7月29日，全国首

个“国字号”农业高新区——杨

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成

立。为全国干旱、半干旱地区

农业科技示范推广探路，是杨

凌一以贯之的初心和担当。

25年来，杨凌积极构建独

具特色的农科示范推广体系，

坚持把做示范、送技术、搞培训

作为示范带动旱区农业发展的

主要途径，形成了区内高校和

一个地方长期合作的典范。

25年来，科技赋能之下，受

援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快

迈向现代化，产业“造血”机能

日益增强。

25年来，杨凌坚持人才下

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强

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形成了

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农业

科技示范标杆。

以问题为导向，
在解难题、答疑题中

探寻发展新路径

“扶贫首先要走进村民的

心里，了解他们的需求，才能有

针对性地出谋划策。”近日，在

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四亩地镇

严家坪村，一场养蜂培训正在

举行，来自杨凌的养蜂专家黎

九洲如此对记者说道。

黎九洲说，富口袋之前要

富脑袋，一是让扶贫与扶志、扶

智相结合，提升群众的专业技

能；二是要找到“一村一品”可

持续发展项目，帮助群众挖掘

自身内在动力、盘活产业资源。

作为培训受益者，严家坪

村蜂农周世红起初没有一点

管理经验，自从参加了杨凌

专家的养蜂技术培训班后，

最终掌握了全面的养蜂技术

和企业管理经营方法，端稳

了“致富饭碗”。

25 年来，为带动全国干

旱、半干旱区地区农业发展，

杨凌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立足

基层需求，系统性、精准性、联

动式地帮助农业生产经营主

体解决最现实、最紧迫的问

题，为受援地农业发展探寻发

展新路径。

以科技为引领，
聚焦产业描绘广袤乡

村振兴新画卷

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是远

近闻名的中药材种植大县，中

药材也是当地扶贫骨干产

业。但该县中药材产业集中

度低，野生中药材资源破坏严

重，部分中药材品质下降，成

为发展“心病”。

针对这一问题，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张跃进带领技术团队，以推

广科技措施，提高科学化、

规范化中药材种植水平为

抓手，构建中药材标准化服

务支撑体系，创新市场合作

模式，促进当地“种好药、产

好药、造好药”。略阳县中

药材产业发展局负责人说，

依托基地技术攻关，通过规

模化种植，不仅降低了种植

风险，而且还能使农民收入

提高30％以上，全县上千户

药农因此受益。

25年来，杨凌积极履行

国家使命，聚焦制约贫困地

区发展的科技、人才资源短

缺两大短板，将农业科技示范

推广与科技帮扶紧密结合，通

过新建杨凌农业科技示范推广

基地、大力开展农业科技培训

等形式，助力贫困地区农业产

业发展。

守初心担使命，
在砥砺前行中不断激

发新动力

25年来，杨凌围绕干旱、

半干旱地区的“药、菌、果、畜、

蚕、蜂”等区域特色产业发展

需求，鼓励产业链推广企业、

科教单位与当地共建杨凌农

业科技示范基地，发展农业科

技实体。积极探索“飞地园

区”模式，争取在深度贫困县

区 布 局 建 设 一 批“ 飞 地 园

区”。通过园区、基地的示范

带动作用，持续加大新品种、

新技术、新模式的推广力度，

拓展农业产业链条。

如今，杨凌已面向全国18

个省（区、市）建设农业科技示

范推广基地350个，推广新技

术新品种 3000 余项，年示范

推广面积1亿亩；建立了比较

完整的职业农民培训体系，面

向旱区培训农村基层干部、农

技人员和职业农民累计超过

48万人次。完成了陕西省内

56个国定贫困县、秦巴山区75

个国定贫困县、南疆四地州、

西藏等地区杨凌农业科技示

范推广基地全覆盖，将帮扶触

角伸向基层的“末梢神经”。

使命呼唤担当，实干成就

未来。接下来，杨凌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探索实践，继续

为支撑和引领我国干旱、半干

旱地区现代农业发展贡献“杨

凌力量”。

在今年4月7日陕西省杨

凌示范区召开的乡村振兴大会

上，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作出

校企协同“五联一抓”助力乡村

振兴的安排部署：在全区范围

内推行以驻区科教单位牵头包

抓的“专家联产业、科研联生

产、企业联市场、部门联政策、

党员联群众、书记抓典型”的

“五联一抓”乡村振兴新模式。

三个多月以来，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和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

驻区企业以及两级部门组建了

53支联合包村工作队，结合各

村特色，从产业发展、村集体经

济壮大、村容村貌提升、群众收

入增加、党建引领等方面发力，

为各村乡村振兴工作顺利推进

注入了智力、技术和资金支持，

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

“五联一抓”趟新路

打造新时代乡村振兴引领

示范区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

杨凌的重大使命，也是杨凌新

时代的重要职责。推行以驻区

科教单位牵头包抓的“五联一

抓”工作模式，是杨凌示范区发

挥独特的体制机制优势，深化

区校融合，凝聚政校企协同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和

生动实践。

“五联一抓”工作按照“分

类指导、产业先行、典型示范”

的原则，以科技引领产业振兴

为着力点，统筹推动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

兴。到2025年，全区农村一二

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现代乡

村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走在全

省乃至西部地区前列，成功打

造10个全国乡村振兴标杆村，

其余43个提升村乡村振兴工

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批典型

经验模式在陕西省乃至全国推

广，新时代乡村振兴引领示范

区全面建成。

据不完全统计，三个多月

以来，各村启动了43个项目，

投入1100多万元，其中产业类

投资达到 800 万元。“五联一

抓”使高校自发入村开展科技

助力产业变成了有机制保障的

组织行为，极大地激发了专家

老师的积极性，使村组发展思

路更加清晰，干部干劲明显增

强，为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带

来了新的变化。

产业为引强根基

在“五联一抓”工作推进

中，两所大学、油菜中心和两级

组织部门为10个示范村选派

了第一书记，下拨工作经费

106万元。组建了特色现代农

业8个专家服务团和协会，专

家服务团队500多人次、师生

3000多人次深入田间地头开

展培训和实践活动，为产业发

展提供了智力支撑。包抓院系

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将包抓村

的产业优势与科研成果有机结

合，助力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为牢牢牵住产业发展这

个“牛鼻子”，两级包抓部门通

过策划包装产业、基建项目助

力乡村振兴。按照全区“五联

一抓”推进乡村振兴的安排部

署，确定的10个示范村要紧盯

产业特色明显、村容村貌优

美、基层组织有力、集体收入

年内超百万元、2025年超300

万元的目标，农民收入增速达

到12%以上，力争成为陕西省

第一，努力成为全省乃至全国

的标杆和样板。

叠加优势赋新能

新集村处于葡萄育苗最佳

的适生区，从上世纪80年代开

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多位教

授在此带领农民种植葡萄，一

代代科研人员为新集村葡萄产

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目前农民的露天大棚预

计每亩年收入1.5万元左右，我

们来之后，通过露天种植、简易

避雨设施种植、连栋温室种植

等多种模式探索实践，每亩的

效益能有10万元。”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党委书记

郭建东说。

五泉镇王上村党支部书记

李社宏说，“‘五联一抓’工作组

给王上村确定了发展方向和目

标，从露营节来说，给我们新开

业的三户农家乐带来3万元收

入，后面，我们村还将在两级文

旅体育局和美畅公司的支持

下，打造一条网红街，推动集体

经济发展。”

在杨凌，结合乡村实际，

发挥各方优势，调动群众积极

参与，推动乡村振兴的例子枚

不胜举。下一步，杨凌将牢牢

抓住以科技引领产业振兴的

关键点，以党建引领为抓手，

积极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持续

完善“五联一抓”工作推进机

制，重点突破形成典型案例，

举全区之力、施务实之策，扎

实推进科技引领乡村振兴迈

出新步伐、实现大跨越，奋力

打造新时代乡村振兴引领示

范区。

养蜂技术培训（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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