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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往常一样，杨凌现代农业国
际合作有限公司国际事业部部长黄
勇早早来到办公室，与派出乌兹别
克斯坦的工作人员就“青砧”苹果建
园事宜进行着电话沟通。

几天前，由杨凌现代农业国际
合作有限公司全程负责商检、运输、
通关的 6000 株 11 个品种的优质

“青砧”苹果种苗
顺利到达乌兹别
克斯坦。这批苹
果种苗将在乌兹
别克斯坦锡尔河
州无支架矮化密
植综合试验示范
园推广种植。

这是陕西省
“青砧”苹果种苗
首次出口中亚地
区，也是我国苹果
青砧无支架矮化

栽培技术首次走出国门。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地区重要

的苹果生产国，当地的地理气候以及
土壤条件适合苹果栽植，但栽培技术
落后，品种结构老化，生产效益较低，
制约了当地苹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为确保苹果示范园早见成效，
使其成为中亚地区苹果栽培新模

式的示范样板，“青砧”苹果种苗育
种企业同步派出专业技术团队，赴
乌兹别克斯坦全程指导栽植建园，
并提供长期技术管理服务。

如今，“一带一路”沿线的数十
个国家和地区都对杨凌在海外建设
园区表示了深厚的兴趣。每年春
季，都是中亚国家的春小麦播种的
时候。而来自杨凌的良种、良法在
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却“火了”。

4月5日—11日，杨凌现代农
业国际合作有限公司特聘专家、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马永清在哈萨
克斯坦阿拉木图农业科技示范园为
当地春小麦的前期播种工作做技术
指导。他在使用中国引进的良品麦
种的同时，因地制宜，提
高种植管理水平，从小麦
拌种、播期、种植密度等
多方面进行指导，提高小
麦产量与品质。

事实上，中国农业有足够的技
术盘活海外优质农业要素。例如，
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哈萨克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地盐碱化较
为严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正茂
教授将小麦品种引入当地种植，最
终在当地人眼里不能种粮食的地方
种出了粮食，并且比当地肥沃土地
的小麦产量还要高。

张正茂说，大麦品种西引3号和
34-9大麦每公顷产量超过4吨，比当
地品种产量多2吨/公顷，翻了一番。

与此同时，通过杨凌现代农业
国际合作有限公司走出去的智能水
肥一体化灌溉设备也在乌兹别克斯
坦当地创造了奇迹。

中国良种良法夯实“中亚粮仓”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耿苏强

本报杨凌讯（农业科技
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万
英俊 王恒）5月29日，第十
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现代
农业产业技术创新专业赛暨第
三届全国现代农业创新创业
大赛总决赛在陕西杨凌开幕。

开幕式上，杨凌示范区
科技创新局相关负责同志，
推介了秦创原农业创新驱动
平台。“数字中医脉诊在畜牧
育种及疫病防控中的研发与
应用”参赛项目与杨凌示范
区创新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签订入驻孵化服务协议；“福
泽而渔——水产安全养殖守
卫者”参赛项目与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大学科技园签订入
驻培育协议；“生物软黄金”

参赛项目与杨凌职业技术学
院区校融合科创基地（国家
级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
签订入驻培育协议。

据了解，此次大赛分为
初创组和成长组两部分，项
目统一在科技部主办的中国
创新创业大赛官网报名，共
有来自全国26个省（区、市）
的450个项目报名参赛，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山东农大、
山西农大、华南农大、四川农
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国
内 20 多所高校团队参加。
大赛通过网上初赛、线上路
演半决赛，线下总决赛层层
遴选，将评出一等奖项目2
个，二等奖项目4个，三等奖
项目6个。获奖项目除获得

一定奖金、证书、奖杯之外，
对入驻杨凌示范区的项目，
在研发推广、企业发展、平台
建设、融资上市等方面给予
扶持。截至目前，参加本届
大赛的20余个项目已落地
杨凌示范区。

在总决赛期间，还举办
了杨凌投资促进推介会暨杨
凌绿色食品推介品鉴会；组
织参赛企业和投资机构走进
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
示范基地、智慧农业示范园
和杨凌众创田园科创基地考
察；举办创新创业进校园主题
报告会，邀请大赛获奖单位走
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职
业技术学院进行项目路演，分
享创业项目及创业故事。

第十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创新专业赛暨第三届全国现代
农业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陕西杨凌开幕

本报杨凌讯（农业科技
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胡
润田 通讯员 邵贵文 靳军）
5月28日，陕西省乡村文化
旅游研究中心在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揭牌成立。

陕西省乡村文化旅游研

究中心的成立，是政校合作、
优势互补、协同共促的丰硕
成果，通过倾力打造专业智
库，加快推动乡村旅游产业
链延链、补链、强链，推进乡
村文旅资源优势加速向产业
优势转变。

据了解，该研究中心成
立后，将充分发挥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优势，力争将研究
中心建设成为陕西乡村文化
旅游研究的重要阵地、服务
党和政府决策的高端智库，
助力乡村振兴的创新平台。

陕西省乡村文化旅游研究中心
在杨凌揭牌成立

本报杨凌讯（农业科技报·中国农
科新闻网记者 鹿赛 王恒 王婕）为强化

“头雁”学员资源共享，推进“头雁”之间
互联互促，进一步增强“头雁”辐射带动
能力，5月19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乡
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发展联盟成
立大会在陕西杨凌召开。

大会通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乡村
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发展联盟章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乡村产业振兴带头
人“头雁”发展联盟第一届理事会选举
办法》，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

据介绍，该联盟由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发起成立，由参加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项目培育
的学员及所在公司组成。联盟通过资
源优势互补，搭建技术指导平台和产品
推广平台，创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头
雁”发展研讨会，成立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乡村产业振兴头雁电商平台等手段，
加强会员之间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共同提高。

下一步，联盟将发挥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农业科技和教育培训优势，加强乡村产
业振兴带头人“头雁”之间交流合作，推进“头雁”之间资
源优势互补，促进“头雁”个体发展和带动能力提升，更好
地发挥“头雁”的辐射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助推“头雁”
成为能够引领一方、带动一片的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

自2022年以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共承担贵州、
甘肃、山西、新疆、陕西、青海、榆阳区等“六省一区”共
3083名“头雁”培育任务。学校全面落实两部“定制
化”“体验式”“孵化型”培育方法，创建头雁培育

“321+N”西农模式，引领带动农业农村人才队伍素质
整体提升，为践行“千万工程”理念，赋能农业新生产
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支撑
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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