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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凌：科技创新赋能农业现代化

盛夏时节，农科城杨凌的

青山绿水间，农业现代化铺陈

出生动的发展画卷。在科技创

新赋能的滋养下，田野里，谷粒

渐满，果香四溢。在干旱半干

旱地区农业科技园区示范引领

下，新品种、新技术、新方法推

陈出新。

26年来，杨凌示范区孕育

出的一颗颗科技赋能的产业

“果实”，为富民增收提供了源

头活水，为科技引领农业现代

化作出了示范，为构建现代农

业发展新格局蹚出了新路，为

深化农科教改革创新了模式，

为国家布局建设农高区创造

了范例，走出了一条依靠科技

创新驱动农业现代化的先行

之路。

科技赋能，解锁“芯”片
从“果盘子”到“肉篮子”，打

牢种质基因库，烹制“杨凌味道”

在距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洛川苹果试验示范站不远的陕

西省洛川县石头镇背固村，果

农崔卫东的苹果事业干得风生

水起。

2020年，崔卫东来到该试

验示范站参观后，决定改种“秦

脆”苹果新品种。如今，他还在

为两年前的“尝试”而庆幸：“新

品种易于管理、丰产性高。”

地处世界苹果优生区，但

因技术创新跟不上产业发展，

洛川苹果一度面临“好的不多、

多的不好”的尴尬境地。2012

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延

安市有关部门共建洛川苹果试

验站，形成多学科专家团队30

余人，开展科研及技术培训、示

范推广等工作。截至目前，洛

川苹果试验站已育成杂交后代

1万余个，先后育出秦脆、秦

蜜、秦霞、秦帅、秦露、延长红等

苹果新品种9个，秦脆等苹果

新品种推广5万余亩。

一 粒 种

子承载着粮

食安全的“国

之大者”。不

只苹果，杨凌

示范区与地

方合作选育

的奶绵羊产业，也是农业科技

成果的体现。

2012 年，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与甘肃金昌市政府进行

校地合作，依托甘肃元生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率先在金昌引

进我国优良的舍饲肉羊杂交

母本湖羊。培育发展肉乳兼

用奶绵羊新品种和奶绵羊产

业，取得了一定成效，为我国

奶绵羊产业发展起到重要的

示范引领作用。

杨凌示范区作为发展现代

农业的“国家队”，区内目前聚

集了1000多名育种科学家、

66个省部级技术平台、100多

家种业企业以及350个试验示

范基地，在作物遗传育种、牛羊

克隆技术、反刍动物遗传进化、

苹果抗逆生物学等基础研究方

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累计培

育新品种1100多个，长期以来

为我国种业发展、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科技支撑，立柱架梁
从“望天收”到“高产田”，聚

焦粮食生产，扛稳国人“粮袋子”

在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城

向北20公里处，有一个被称为

“陕北小江南”的地方，去年这

里的“四位一体”旱作节水农业

示范区谷子喜获丰收，亩产较

以往增产300斤左右。

2008 年，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以校地合作模式在米脂

县建立陕北节水农业综合试

验示范基地。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宋小林

介绍，试验基地基于米脂县的

实例和实情，定位于陕北山区

的整体推进，目前已在陕北8

个县区多个农业合作社建立

示范样板。

如今，行走在陕北节水农

业综合试验示范基地示范区

域，处处都能看到山顶青、山腰

翠、果飘香、花满坡的景色，由

此带来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

益显著，当地农民过上了富裕

生活。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突破

了旱区水资源高效利用系列重

大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促进

旱区农业用水效率提高10%

以上；攻克了黄土高原生态环

境修复这一难题，极大地减少

了水土流失，为黄河泥沙含量

降低80%、陕西绿色版图向北

推移400公里提供了理论与技

术支撑，有效改善了旱区生态

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

杨凌示范区是全国四大种

业创新基地之一，育种处于全

国领先水平。审定通过的

1100多个新品种被广泛推广

到23个省区，仅小麦和玉米系

列新品种在黄淮地区累计推广

面积超过8.5亿亩，增产215亿

公斤。

科技引领，夯基垒台
从立足杨凌到面向旱区，

以“国家队”使命，扎实推进现

代农业提质增效

一颗葡萄从成熟到形成美

酒，都有杨凌科技基因。信步

于贺兰山东麓西班庄园葡萄种

植基地，一行行、一列列葡萄藤

整齐划一。

2021年，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与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产业

园区管理委员会联合成立了我

国葡萄酒试验示范站，主要针

对我国葡萄酒主产区技术需

求，加大对研究成果示范推广、

助力乡村振兴做出新探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贺

兰山东麓葡萄酒试验示范站站

长陶永胜介绍，在这里，每一个

支撑桩都用GPS进行了定位，

试验站的数字化平台，能够精

准地对园区微气候环境的降雨

量、温湿度、病虫害等情况进行

实时监测。

葡萄酒行业有着“七分原

料、三分工艺”的说法。优质

的葡萄品质，让这里的葡萄酒

也备受青睐。在西鸽酒庄酿

造车间，西鸽酒庄技术中心主

任廖祖宋介绍着酒庄特有的

酿酒工艺。

作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

萄酒学院毕业生，廖祖宋对酿造

精品葡萄酒有着一套自己的时

间法则，而这一套时间法则也正

是国外许多名庄酿造精品葡萄

酒的标准时间。如今酒庄生产

的N28、N50、609三个系列的

葡萄酒已经推向国际市场。

由鲜食到酿酒，今天的宁

夏贺兰山东麓已成为全国优质

葡萄生产基地，成为当地人眼

中的紫色珍珠，靠一串葡萄、一

杯美酒，从大漠边缘走向绿洲，

杨凌科技成了推动葡萄三产融

合发展的成功范本。

今年是杨凌示范区成

立 26周年。经过 26年的

砥砺奋进，杨凌在农业发

展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套可

复制推广的成功经验，以

科技创新为动力，以示范

推广为特色，以国际交流

为目标，充分发挥“国家

队”排头兵、科技创新“领

头雁”、科教融合“试验

田”、农业对外开放“总窗

口”作用，奋力谱写了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引领示范的

精彩华章。

科技之花开遍广袤大地

高海宽是陕西省榆林

市定边县堆子梁镇营盘梁

村玉米种植户，去年种植的

600 亩玉米，纯收入达 60

余万元，成了当地有名的种

粮大户。

“在2008年以前我们

还是采用传统模式种植，密

度比较低下，每亩栽植不到

4000株。产量也很低，大

概700公斤左右。2008年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玉米专

家薛吉全团队给我们开展

了技术指导，把种植密度从

每亩 4000 株提高到每亩

5500-6000 株，产量也大

幅提高。”看着眼前的丰收

景象，高海宽喜不自禁。

高海宽所说的技术指

导，是薛吉全团队在榆林进

行的新品种、新技术推广。

2014年，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在榆林成立玉米试验示

范站，以种质扩增创新为切

入点，以玉米新品种培育和

配套栽培技术研究为重点，

构建玉米种质协同创新体

系和新品种推广模式。

几年来，试验站经过了

玉米高产潜力挖掘、高产高

效和玉米机械化3个阶段

的发展，已成为玉米科技创

新的基地，玉米新品种、新

技术和新模式的展示平台

和扩散基地，为陕西及西北

玉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

要的技术支撑，为全国玉米

生产树立了“陕西样板”。

校企融合构建更大舞台

大暑时节，走进甘肃元

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生态

牧场，高标准羊舍和一望无

垠的优质饲草种植基地尽

收眼底，牧场的微风和阳光

与来自这里的优质奶绵羊

相互交融。

“我们公司是以奶绵

羊产业为主导的一个综合

性农牧企业，公司自2010

年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形

成了校企合作机制，后来

随着产业不断升级，一跃

成为金昌市政府和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的产学研合作

机制。”甘肃元生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行政总监张金生

表示。

2019 年，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与金昌市政府进行

校地合作，依托甘肃元生农

牧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国内

首家奶绵羊产业研究院，开

展对奶绵羊的新品种培育、

高效繁殖、日粮配制、饲养

管理、环境控制和绵羊奶精

深加工等全产业链健康绿

色生产技术的研发。

如今，在现代科技的助

力下，研究院已针对奶绵羊

分子育种、高效繁殖、精准

营养、羊乳加工以及疾病防

控等领域开展研发工作，使

其成为奶绵羊种业“芯片”

的生产基地，为国内奶绵羊

产业提供了“金昌方案”。

国际交流照亮希望田野

最近几天，来自古巴、

约旦等8个国家40名学员

在杨凌参加非洲国家旱地

玉米栽培技术培训。培训

期间，学员们先后走进中捷

四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杨凌良科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等开展现场观摩学习。

来自尼日利亚学员 桑

代·埃及洛戈·奥古斯丁在

看到杨凌的现代农业发展

后，激动地表示：“中国的农

业真让人惊叹！我看到了

不同的种子、不同的技术，

希望能把这些种子带回我

们国家去试验种植。”

杨凌用三年时间，围绕

旱区农业发展，先后建成中

乌、中哈、中吉等10个农业科

技创新园和产业示范园，在

海内外布局建设了20个集

“产学研用”于一体的农业技

术实训基地，涉及设施农业、

果蔬栽培、粮食育种、食用菌

栽培、畜牧养殖等多个领域，

杨凌良种和配套栽培技术走

出国门，110多个农作物优良

品种和栽培技术集成示范，

海外推广辐射面积3000多

万亩，为上合组织国家现代

农业发展提供示范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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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榆林玉米试验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

授薛吉全（中）介绍玉米新品种配套栽培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