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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经贸“朋友圈”里的“杨凌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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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凌经验”让乡村振兴更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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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农业国际合作，共同维

护全球粮食安全，成为当前中国

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和

迫切需求，也是全球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课题。

8月15日上午，第六届丝博

会“一带一路”农业贸易与乡村

振兴论坛如约而至，论坛期间，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在总结过去

三年上合组织农业基地相关工

作以及“一带一路”农业贸易经

验分享的同时，也明确了今后的

发展定策。

透过这份沉甸甸的实绩，既

能看到杨凌建设上合组织农业基

地在国家倡议等机遇下的“势”，

也能看到立足“国家队”定位的

“时”。而“势”与“时”的叠加，最

终也将让杨凌成为“一带一路”农

业贸易和交流的重要一极。

乘势而上：锚定支撑农
业贸易与交流的重要一极

上合组织是世界上幅员最

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作

组织，农业是上合组织国家和地

区的主导产业之一，也是上合组

织的优先合作方向。

尤为重要的是，杨凌在上合

组织农业贸易交流方面，始终贯

穿“有信心、有条件、有基础、有

底气为‘一带一路’农业发展多

作贡献”，充分体现了杨凌发展

的格局、潜力以及自信。

论坛期间，西安爱菊粮油工

业集团作为与上合跨区域合作的

典范，集团董事长贾合义在涉农

企业“走出去”经验分享时表示，

杨凌是中国农科教资源最为富集

的地区之一，旱作农业技术一直

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与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联合创建的新型农业合

作模式，以及在研发创新、人才培

养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贾合义介绍，通过“校企

地”三方合作模式，已在哈萨克

斯坦形成了150万亩的订单种

植面积，未来将会在 500 万亩

以上。

“希望爱菊公司在哈萨克斯

坦农产品加工园能够为加强两

国在农业技术和贸易领域的合

作作出贡献。”在第28届杨凌农

高会期间，哈萨克斯坦北哈州政

府副州长詹达尔别克·达吴然就

曾如此表示。

2017年，杨凌示范区、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与西安爱菊粮油

工业集团签订合作协议，该集团

不仅在哈萨克斯坦租赁土地，种

植农作物，而且还开展了订单收

购和面粉加工业务，将面粉和油

脂等农产品运回中国销售，受到

消费者的广泛欢迎。

顺时而为：同心同向打
造农业对外开放高地

杨凌在“一带一路”农业贸

易上的成功案例并非“异军突

起”，而是“厚积薄发”，前期底子

打得牢了，后面成绩的取得自然

是水到渠成。

2020年10月，上合组织农

业基地在杨凌正式揭牌运行，杨

凌综合保税区于今年8月底封关

运行。这些年，杨凌多次迎来高

光时刻，上合组织农业基地、杨凌

综合保税区等重大战略以及机遇

相继落地。未来将是杨凌积极践

行国家使命与机遇的关键时段。

截至目前，杨凌围绕“一带一

路”农业交流合作，成功举办上合

组织现代农业发展圆桌会、第十

二届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暨金砖

国家农村发展和减贫研讨会等重

大国际交流活动 30 多场；

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实施援

外培训和远程农业技术培训 24

期，上合组织国家农业官员、技

术人员、涉农学生等 2.4 万人次

参加培训；

发挥境外园区作用，完成

13大类 110 多个优良品种的品

比试验和高效栽培技术集成与

示范，制定作物生产标准 7 项、

生产技术规程11 项……一系列

交流、培训、示范工作，为促进上

合组织国家间现代农业技术创

新合作、保障粮食安全作出了积

极贡献。

第28届农高会开幕前夕，

上合组织农业基地经贸投资促

进中心成立，成为上合组织农业

基地框架下首个经贸投资促进

平台，是上合组织国家政府机构

或商协会对外交流和贸易合作

的重要窗口。

聚势而强：高质量发展
的“杨凌答卷”

现如今，评价一个区域的发

展水平，早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

总量等“硬实力”，更为重要的是

推动一个区域在“构建高水平开

放格局·保障全球农食链稳定”

发展的内在逻辑。

开放、创新、改革不仅是杨

凌既有的优势，同样也是接下来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的做法。首先来看开放，其核

心依然是高水平建设上合组织

农业基地。论坛期间，杨凌在总

结中也提到，要抢抓上合机遇，

坚持“立足中国、辐射上合、联动

周边、面向全球”的定位，推动开

放发展。

再来看创新。创新是推动

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动

力。在这一方面，杨凌无疑是

“主阵地”。总结中明确，杨凌把

创新摆在重要位置。2021年，

杨凌启动建设了秦创原农业板

块，建成种业、果业、食品工程等

6 个产业创新中心，拥有高新技

术企业 71 家，先正达、良科、麦

肯、嘉吉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

落地杨凌。

最后看改革，对于杨凌来

说，做好开放这门“功课”，更

需要自身采取一些针对性的

举措。

基于此，杨凌将在服务上合

组织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的科技

高地、人才高地、产业高地、经贸

高地等方面，加速推动我国农技

装备、优良品种和农业服务“走

出去”，促进上合组织国家农业

现代化、产业化和可持续发展，

助力“一带一路”农业合作，保障

全球粮食安全。

借力本次论坛，杨凌向世界

讲述着更多“上合故事”。我们

相信杨凌将在“建设上合组织农

业基地 打造农业对外开放高

地”的新征程中，不负所期。

全媒体记者 耿苏强 李泉林

89个农作物新品种通过审

定登记、种苗繁育销售近1亿株、

87家各类育种育苗龙头企业入

驻、设施农产品年产量达14.44

万吨、打造12个“花园乡村”示

范样板村……

8 月 16 日，在第六届丝博

会乡村振兴馆，陕西省杨凌示

范区展区白墙灰瓦、古韵味十

足。展位上，一串串数据，刷亮

了杨凌乡村振兴的底色；一个

个鲜活生动的乡村振兴案例跃

然墙上，吸引了不少地方政府、

企业和参会群众前来问询。

“丝博会，是展示杨凌对外

形象的重要平台。通过杨凌乡

村振兴案例的展示宣传，不仅能

吸引众多企业前来投资，同时也

能将杨凌在推进乡村振兴方面

做出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模式推

广出去，供更多乡村借鉴学习。”

杨凌示范区展区工作人员崔蓓

介绍。

蹚出乡村振兴“新路子”

在本届丝博会上，杨凌提出

的“1123工程”和“五联一抓”推

进乡村振兴工作机制是乡村振

兴馆的展示亮点。

创新实施“1123工程”，即

建设提升1万亩高标准主要农

作物良种试验示范田、1 万亩

名优新特标准化经济林果产

业示范基地、2 万亩设施蔬菜

育种和生产示范基地、3 大现

代化畜牧养殖示范基地。到

2025 年，将形成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特色现代农业发展

路径和模式。

同时，杨凌全力构建“五联

一抓”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政校

企三方资源优势，形成了推动乡

村振兴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机

制，为解决村庄发展后劲不足等

问题提供了“良方妙药”。

新时代，新做法。杨凌精准

施策、靶向发力，共同努力让农

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村成为

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作为乡村振兴全面展开的

关键之年，杨凌示范区谋势而

动，从顶层设计上为乡村振兴聚

思想、谋规划、明路径，描绘出了

乡村振兴发力点，走活了乡村振

兴新棋局。

“杨凌谋划乡村振兴发展机

制是成熟的、与时俱进的，在推

动杨凌乡村振兴发挥了很大作

用，也取得了可喜成绩，为全省

乃至全国提供了很多好的经验

和做法。”崔蓓说。

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

乡村振兴就是要景美人富

产业旺。记者看到，其中一块展

板上写着“农耕文明地、农科新

揉谷”，其描绘着“产业旺、乡村

美、人民富”的实景图。

记者了解到，揉谷镇是一个

古老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科技

交相辉映的农科小镇，深耕多

年，用真干实干实现乡村振兴发

展。在2021年11月，这座下辖

15个行政村、1个新型农村社区

的小镇入选了“陕西省乡村振兴

示范镇”。

不止揉谷镇

各行政村，事实

上，杨凌 54 个行

政村也都用实际

行动赋能乡村振兴和共同富

裕，打造出一个又一个推动乡

村振兴发展的“新样板”，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杨

凌经验”。

其中，田西村以发展红薯育

苗和种植为主导产业，形成三产

融合发展，实现了“村强民富”；

崔东沟村打造五种“田园养老”

模式，让农业、文化、养老“三位

一体”融合发展，推动了乡村旅

游业的发展；王上村则是从研学

旅示范基地出发，打造“花园乡

村”和“3A”级旅游景区。

丝博会上展示的只是杨凌

在高标准、高质量推动乡村振

兴上的一个缩影。在乡村振兴

“赶考”路上，杨凌一直在做好

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努力

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增

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为全省

乃至全国乡村振兴提供了“杨

凌样板”。

全媒体记者 谷幸 李煜强

丝博会乡村振兴馆的杨凌展位上，杨凌特色农产品吸引游客驻足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