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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杨凌示范区工委主管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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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万物繁茂，农
科新城生机勃发。

27年前的今天，伴随着
西部大开发的浩荡东风，陕
西省杨凌示范区肩负使命，
应运而生。

也许有人还记得，在杨
凌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第
一次会议上，当时的国家领
导人对新成立的示范区提
出了要在加强国际交流合
作等9个方面作出示范的
要求。这就意味着，开展国
际农业交流合作是杨凌示
范区与生俱来的重要使命
和最大特质。

27年来，杨凌示范区人
不忘建区初心，加快开放步
伐，从农高会举办到农业援
外培训，从自贸区到综保
区，再到“一带一路”现代农

业国际合作中心，开放机遇
频频垂青，开放平台不断赋
予，开放优势不断叠加，尤
其是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
流培训示范基地设立后，更
是把杨凌推向了世界农业
的大舞台，迈上了加速对外
开放的快车道。

搭建对外开放平台
擦亮世界农业“会客厅”

从全国版图来看，杨
凌的地理位置较为偏僻。
这个不沿海、不靠港，远离
中心城市的西北小镇，何
以完成“开展国际农业交
流合作”这一“世界级”的
大题目？

知重负重，克难奋进。
杨凌把继续办好农高会作
为扩大农业对外交流合作、

进而推动全方位开放的重
要平台，不断强化国际化这
一重要办会目标。30年来，
先后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2000多家境外企业跨越
山海，不远万里，来到杨凌，
共襄盛会，累计开展以国际
农业交流合作为主题的考
察、参观、会见、对接、洽谈
和展览、论坛、推介等活动
500多场次，杨凌国际化程
度迅速提升。在农高会的
影响和改革发展的推动下，
杨凌已与全球60多个国家
和地区建立了合作关系，开
展了交流合作项目300多
项，成为陕西内陆改革开放
高地和中国农业对外开放
的重要平台窗口，成为世界
农业领域一张靓丽名片。

扩大对外开放，需要
平台支撑。高水平的开
放，更需要高能级的平
台。为了加强和推动国际
交流合作工作，杨凌示范
区充分发挥省部共建优
势，不断与相关国家建立
广泛联系。（下转第三版）

杨凌：勇当农业
对外开放排头兵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尚遥

详细报道见2、5、6、7版

新华社北京7月 25日电 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月25
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洪救
灾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
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今年我国气候年景
偏差，强降雨过程多、历时长，江河
洪水发生早、发展快，一些地方反
复遭受强降雨冲击，防汛抗洪形势
严峻复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委
和政府迅速行动、全力应对，国家

防总、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履职尽
责、通力协作，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各类
专业救援力量闻令而动、冲锋在
前，广大干部群众风雨同舟、众志
成城，共同构筑起了守护家园的坚
固防线，防汛抗洪救灾取得重要阶
段性成果。

会议强调，当前我国正值“七下
八上”防汛关键期，长江等流域防洪
峰、防决堤、排内涝压力不减，黄河、
淮河、海河、松辽流域有可能发生较

重汛情，叠加台风进入活跃期，防汛
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各有关地区、
部门和单位要始终绷紧防汛抗洪这
根弦，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坚决打
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

会议指出，要始终把保障人民
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进一步完善
监测手段，提高预警精准度，强化预
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提高响应速度，
突出防御重点，盯紧基层末梢，提前
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最大限度减
少人员伤亡。要确保重要堤防水库

和基础设施安全，落实防汛巡查防
守制度，突出薄弱堤段、险工险段、
病险水库的重点防守，加大查险排
险力度，坚决避免大江大河堤防决
口、大型和重点中型水库垮坝。要
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细化蓄滞洪区
运用准备。要针对南水北调、西气
东输、公路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以
及城市地下空间、桥涵隧道等重点
部位，进一步排查风险隐患，落实应
急措施，保障安全运行。

(下转第二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农业农村部派出科技小分队
指导抗灾救灾和秋粮田管

果树应对台风暴雨
生产技术指导意见发布

应对农田渍涝灾害
有“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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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洪涝灾害后
水产养殖恢复生产技术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