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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共杨凌示范区工委、杨凌示范区

管委会印发 《关于扎实推进“三个看杨凌”

建设秦创原农业创新驱动平台 打造新时代特

色现代农业创新发展引领示范区的实施意

见》，提出 5 方面 23 项具体举措，扎实推进

“藏粮于技看杨凌”“陕西农业在全国树起来看

杨凌”“农业对外开放看杨凌”，建设秦创原农

业创新驱动平台，着力打造新时代特色现代农

业创新发展引领示范区，预计到 2025 年末，

“三个看杨凌”取得明显成效，全面实现“三

区三高地”目标。

总体目标

到2025年末，“三个看杨凌”取得明显成

效，全面实现国务院《批复》明确“把杨凌示

范区建设成为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科技创新推

广核心区，新时代乡村振兴、特色现代农业发

展引领示范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农业创

新高地、人才高地和产业高地”的目标，“一

带一路”现代农业国际合作中心格局形成。

到2027年杨凌示范区成立30周年，“三个

看杨凌”成为鲜明特征，秦创原农业创新驱动

平台作用进一步凸显，未来农业研究院基本建

成，“三项改革”成效显著，创新发展能力、

要素集聚能力、引领示范能力、对外开放能力

持续增强，世界旱区农业人才中心全面形成，

探索形成以农业科技现代化引领农业现代化的

新范式，新时代特色现代农业创新发展引领示

范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藏粮于技看杨凌”就是在农业科技

拔尖筑峰上不断取得新突破。力争在基因组

学、作物杂交育种理论、预防兽医学、农作物

病虫害成灾机理与防治等方向取得一系列基础

理论突破，未来农业前沿与交叉融合技术重大

成果加速涌现，形成若干个农业科技创新高

峰。生物育种创新能力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耕

地保育、节水农业、农机装备、农业绿色投入

品等领域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

术产品。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5.3%，省部

级以上研发及转化平台总数达到150个，新引

进培育科学家和农业领军人才130人以上，每

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20 件，自主

研发小麦、玉米、油菜、马铃薯品种在旱区自

给率达到 90%以上、辐射带动增产 10%以上，

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80%以上。

——“陕西农业在全国树起来看杨凌”就

是在农业科技示范推广效应上不断取得新突

破。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能力处于全国领先水

平，探索形成“科技引领、产业支撑、精准服

务、广泛辐射”的专业化市场化科技服务新路

径，全面构建“立足陕西、带动旱区、服务全

国”示范推广新格局。杨凌农业科技示范推广

基地稳定在350个左右，科技成果在区域主导

产业的技术覆盖率达到70%以上，在省内、全

国示范推广面积分别达到 4500 万亩、1.5 亿

亩，示范推广效益超过400亿元。支撑全省现

代农业 9 个产业链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大幅跃

升，带动全省果业、畜牧业和设施农业综合产

值分别达到1500亿元、3000亿元和1200亿元。

——“农业对外开放看杨凌”就是在农业

国际影响力和带动力上不断取得新突破。上合

组织农业基地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与世界

农业发达国家以及农业国际组织科技合作交流

持续深化，与中亚国家农业合作交流先行先

试，并不断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农业合作交流实

现新突破，与非洲国家合作交流开创新局面，

杨凌农高会成为世界一流农业科技展会，杨凌

自贸片区、综保区农业领域制度型开放走在全

国前列，杨凌成为陕西内陆改革开放高地的重

要支撑和国家农业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窗口。

农业国际合作交流平台达到 20 个以上，机制

性农业国际交流活动不少于 10 项，年农业涉

外培训1万人次以上，境外农业科技产业园区

数量达到 20 个以上，境外推广辐射面积 5000

万亩以上，对外贸易年增长15%以上。

展望2035年，“三个看杨凌”形成较强的

全国引领力和全球影响力，全面建成新时代特

色现代农业创新发展引领示范区、世界知名现

代农科城，成为国家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

战略力量，牢牢把握世界旱区农业科技创新制

高点，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

深入落实“藏粮于技看杨凌”要求，
扎实推进旱区农业科技创新高地建设

1.深入实施旱区种业创新工程。深度参与

国家种业自主创新，加快建设陕西杨凌（旱区

农业） 种业创新基地、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

地，推动旱区作物种质资源库、生物育种平

台等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聚焦国际现代育种

前沿和种源“卡脖子”技术，重点围绕小

麦、玉米、油菜、马铃薯、苹果、猕猴桃、

猪牛羊等动植物新品种培育，实施一批生物育

种重大科技项目，加快选育一批高产高效、绿

色优质、宜机专用等多功能、多样化的优良品

种。推进种业企业扶优引强，加快推进先正达

育种技术中心三期、良科种子研发中心、省农

作物种子繁育加工基地等种业重点项目建设，

大力招引国际国内知名种业企业入区发展。支

持良科、秦丰、鸿塬、千普、金棚等种业企业

打造国家级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和“隐形冠

军”企业。

2.大力开展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行动。开

展旱地、盐碱地“以种适地”“以地适种”科

技联合攻关，探索旱地、盐碱地农业综合利用

和产能提升创新模式，为旱地、盐碱地改造，

实现“藏粮于地”提供科技支撑。加快关键共

性技术研发应用，大力开展退化耕地综合治

理、污损耕地修复、面源污染治理、中低产田

养分管理等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建立高标准农

田技术标准体系，围绕关中灌区“水边旱、水

中旱”、陕北黄土高原沟壑区和陕南山区的耕

地地力提升，研发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高标准

农田高质量建设技术体系和标准，为全省高标

准农田建设、耕地土壤修复提供技术、产品、

装备及整体解决方案。打造高标准农田示范样

板，依托中陕高标准农田建设集团，以承担全

省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为突破口，在省内各市

建设高标准农田示范样板，并提供系统化、标

准化、专业化技术保障，带动全省高标准农田

高质量建设。

3.扎实推进农业高效用水技术创新示范。
依托中国旱区节水农业研究院开展旱地农业高

效用水关键技术攻关，开发灌溉用水智慧高效

调配、高效精量节水灌溉等实用技术，构建旱

作农业典型区域节水提质增效技术模式。加大

耐旱节水新品种创制与示范应用力度，创制一

批节水设备和设施、节水制剂等新型产品。以

黄土高原地区为重点，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

大力推广膜下滴灌、浅埋渗灌等旱作节水技

术，大幅提高作物水分利用率。实施旱作农业

节水技术应用示范工程，与榆林市共建旱区节

水农业示范园，示范带动全省实现旱作节水技

术全覆盖。

4.持续深化农业生物安全关键技术创新。
以保障动植物健康和安全生产为目标，深入开

展高危重大农业有害生物传播扩散及暴发成灾

机制基础研究、灾变风险评估与监测预警技术

研究，在小麦条锈病、非洲猪瘟、草地贪夜蛾

等有害生物防控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

破。加强猪牛羊等动物疫病及动物源性人畜共

患病的流行病学智能化预警监测、精准快速诊

断、免疫防治、净化与根除技术研究；创制一

批农作物病虫害新型小分子农药及生物农药、

防控高危动物重要病原新型疫苗和高效安全型

兽药及器械，集成创新一批监测预警、应急控

制与绿色可持续防控技术模式。

5.积极开展适用性农机装备研发创新。依

托杨凌农业智能装备产业创新中心，围绕现代

农业全程数字化，加大水肥一体化、自动喷滴

灌和数字设备研发力度。针对旱区地形地貌、

气候环境及旱区农业生产特点，开发设计一批

节水灌溉设备、播种收割机械、植保无人机、

山地特种拖拉机、智能筛选包装机械等智能农

业装备。实施研发应用服务一体化试点，满足

旱区种植、节水灌溉、田间管理、运输仓储、

包装加工全流程需求。

坚决锚定“陕西农业在全国树起来看
杨凌”目标，奋力为全省以及旱区现代农
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好示范引领

6.全面建成全域特色现代农业引领示范
区。持续深化科研联生产、专家联产业、企业

联市场、部门联政策、党员联群众、书记抓典

型的政校企协同“五联一抓”推进乡村振兴工

作机制，将区内所有村庄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按照“全域规划、全域示范”思路，

深入实施特色现代农业产业提升“1123”工

程，开展农作物良种“六良协同”、经济林果

“四改五提”、设施蔬菜“三改一提”、畜牧产

业“五良配套”四大行动。加快推进登海种业

标准化创新示范基地、国家数字设施农业创新

应用基地、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农产

品生产基地、杨凌旱作节水智慧农业示范园、

中以合作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等重点项目建

设，示范带动特色现代农业发展提质增效。全

面建成1万亩良种示范基地、1万亩名优特新

经济林果示范基地、2万亩设施蔬菜育种和生

产示范基地、3 个现代化畜牧养殖示范基地，

集成展示粮油、果蔬、畜牧等产业领域新品

种、新技术、新模式，打造“看得见、学得

会、带得走”的特色现代农业产业示范样板。

7.全面增强农业科技推广辐射效能。根据

国家现代农业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

需要，围绕生猪、蔬菜、茶叶、牛羊禽肉、乳

制品、苹果、猕猴桃、食用菌、中药材等9条

省级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和区域优势主导产业，

以及生态、节水等旱区重大共性技术需求，布

局建设各类示范推广基地。常态化举办全国性

小麦、玉米、油菜、蔬菜等新品种观摩活动，

为旱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探索构建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示范推广基地＋涉农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高素质农民”的示范推

广合作机制，推动示范基地与产业体系以及区

域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在省内及干旱半干旱地

区指导建设100个左右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将

产业特色鲜明、科技要素集中、生产方式绿色

的示范推广基地纳入“上合农业基地优选出口

基地”，推动当地特色农产品走出去。杨凌农

业科技在旱区示范推广面积超过8000万亩。

8.全面深化农业科技市区合作。聚集省内

外涉农科教单位和产业链链主企业，与省内10

个市共建新型特色现代农业综合试验示范区。

持续推进杨凌良种示范推广提质扩面，在省内

粮油制种优势区布局建设一批良种繁育基地，

提高杨凌良种供给能力。加大高产高效集成技

术示范推广力度，协同省内产粮大市整建制推

进“吨半田”“吨粮田”“高产田”建设，推动

全省小麦、玉米单产提高 50 公斤以上。大力

推广高油高产宜机收油菜新品种和绿色高效丰

产技术，推动全省油菜单产提高 20 公斤以

上。加大苹果、猕猴桃新品种及高效栽培技术

推广力度，推广秦脆、秦蜜、瑞雪、瑞香红等

苹果新品种100万亩以上，推广农大金猕、金

福、脐红等猕猴桃新品种5万亩以上，辐射带

动全省建成绿色高质量猕猴桃产业基地达到

100 万亩。围绕樱桃、葡萄、西甜瓜、冬枣、

蔬菜等产业，加强先进实用性设施农业新技术

研发推广，培育推广优质、高产、多抗新品种

20个以上。围绕肉牛、奶山羊、绒山羊等现代

畜牧业发展，在优质饲草品种推广、羊乳加

工、肉制品深加工、粪污资源化利用、动物防

疫等方面全方位提供科技支撑和技术服务。加

强食用菌新品种、新技术、新设施示范推广，

不断做强“小木耳大产业”，带动全省食用菌

综合产值突破 500 亿元。围绕中药材、茶叶、

小杂粮等“土特产”，深化产学研联合、技工

贸协同，助力陕西打造国家级特色产业集群。

9.全面提升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水平。继

续办好杨凌农高会，全面提升国际化、市场

化、专业化、数字化水平。办好西部 （杨凌）

农产品暨农资交易会、西部畜牧博览会、世界

奶山羊产业发展大会、世界苹果大会等品牌展

会活动，打造世界涉农会展之城。发挥陕西省

农业协同创新与推广联盟作用，整合聚集全省

农业科技人才资源，打造一支 1000 人规模的

农业科技推广人才队伍。成立国家（杨凌）农

业标准化研究推广服务中心，着力打造旱区农

业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农

业科技为支撑，探索“杨凌良种＋绿色农化＋

农机农艺＋订单农业”的全过程农业产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探索开展“托管式”及“半托管

式”服务创新试点，优化联农带农机制，合作

发展高效、生态、现代农业，以订单式服务推

动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进一步提升全省农业

科技社会化服务能力和水平。

主动担当“农业对外开放看杨凌”使
命，为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建设贡献力量

10.全力建设上合组织农业基地高能级开
放平台窗口。加快完善旱区农业联合实验室、

农业技术实训基地、丝绸之路农业教育科技创

新联盟等功能支撑载体，推动联合国粮农组织

旱作农业参考中心、国际农研中心等落地杨

凌，不断聚集农业国际合作资源。持续丰富平

台交流合作机制，依托国家（杨凌）植物品种

权交易中心，种业、果业等产业创新中心，加

快推动农业科技成果国际化转移交易，重点面

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推广和转化应用，强

化基地旱区农业国际合作引领地位。建立国内

外专家智库与上合现代农业发展研究院信息共

享、项目共担、成果互鉴的合作机制，围绕农

业国际合作法规、政策、标准等深入开展联合

研究。

11.持续增强农业科技国际影响力和话语
权。发挥杨凌现代农业高端论坛、上合组织现

代农业发展圆桌会、中国—中亚农业部长会等

农业交流活动效能，围绕农业国际合作重点问

题、重要领域，分享经验成果，引领区域现代

农业发展方向。以上合组织国家、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为主要方向，每年策划实施一批高

层次双多边交流活动，进一步强化杨凌农业科

技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用好上合组织成员

国、中国—中亚、中国—非洲等农业对话交流

机制，深度参与有关议题磋商和农业合作项

目，为相关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贡献“杨凌力

量”、提供“中国方案”。

12.构建完善农业技术国际培训体系。深

化国家农业技术援外培训项目实施，汇聚国际

合作人脉资源。持续开展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和

中亚国家的减贫培训，履行国家使命。深入开

展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和中亚国家涉农企业、高

素质农民等的远程农业技术培训，聚焦农业经

济管理、跨境电商、农业产业政策等设计课

程，打造世界知名农科培训品牌。持续推进境

内外科技示范园区建设，联合涉外农业企业在

境外的园区及生产基地，集成展示杨凌新品

种、新技术、新装备，实现示范园区中亚国家

全覆盖。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实施人才联合

培养和境外合作办学项目，不断扩大来华留学

生培养规模。支持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参与境外

鲁班工坊建设，持续推动农业技术管理、标

准、培训“走出去”。强化与农业发达国家、

世界知名涉农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常态化选

派农科教工作者、企业高管、高素质农民赴境

外学习培训。

13.探索创新农业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新
路径。充分发挥杨凌自贸片区、综保区服务效

能，持续推动农业领域制度创新和管理模式创

新，积极争取并探索出台有关重点国家与示范

区开展农业国际贸易的政策措施，加强双多边

农产品贸易制度、规则、标准的对接统一，推

动农产品跨境贸易便利化，打造国家农业开放

和产业合作试验区。加快杨凌国际陆港等重点

项目建设，积极推动农产品跨境电商、粮油进

出口等贸易往来，不断扩大农产品跨境贸易规

模。积极参与国家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海外仓

建设，在境外布局建设一批中国（陕西）商品

展示交易中心，进一步畅通贸易渠道，推动陕

西特色产品“走出去”，国外优质农产品“引

进来”。充分发挥杨凌农高会、丝博会、上合

农博会等展会效能，密切经贸往来，推动务实

合作。 （下转第五版）

中共杨凌示范区工委 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印发《实施意见》

扎实推进“三个看杨凌”建设秦创原农业创新驱动平台
打造新时代特色现代农业创新发展引领示范区

要 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