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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凌：绘就丝路农业合作共赢“同心圆”
杨凌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晓艳 行波 农民日报记者 胡明宝

地处古丝绸之路起点的陕西杨凌，凭借
国家首个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全国唯
一农业特色自贸片区、综保区和上合组织农
业基地、“一带一路”现代农业国际合作中
心等多重叠加优势，积极履行党和国家使
命，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
农业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和窗口。

从一粒种到万亩田

今年春季，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古吉兰瓦
拉市的科研农场里，一大片灿烂的油菜花田
迎来盛花期。这是杨凌“金种子”在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开出的一株“致富花”。
“我们成功选育出了新一代优质杂交双

低油菜品种HC-021C，这也是首个在巴基
斯坦注册成功的外国油菜品种。”陕西省杂
交油菜研究中心主任穆建新介绍，他们已在
巴基斯坦推广了25万亩杂交油菜品种。“不
仅仅是巴基斯坦，我们非常有信心在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推广这些杂交油菜。”穆建
新说。

在安排好哈萨克斯坦园区的工作任务并
落实“一带一路”建设硕士研究生实习规划
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小麦育种专家张正茂
马不停蹄赶回国，参加夏收工作。“哈萨克
斯坦纬度较高，应选取株高较高的育种材料
进行育种。”量取、比对、记录，在位于杨
凌示范区的西农大曹新庄育种基地，张正茂
带领学生在试验田中紧张劳作。

自 2016 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发起成立
“丝绸之路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开始，
张正茂便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结下了不
解之缘。团队已在哈萨克斯坦完成 13 大
类 115 个优良农作物品种的品比试验和高
效栽培技术集成与示范。相比当地主栽品
种，试验示范的小麦优良品种亩产增幅最
高达60%。

从一粒种到万亩田。立足发展现代农业
“国家队”职责定位和旱区种业硅谷优势，
杨凌与全球60多个国家在现代农业领域建
立了合作关系，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等国家先后建成13个海外农业科技示范
园，辐射面积达3000多万亩。

在穆建新、张正茂等丝路使者的推动
下，一粒粒携带着“杨凌基因”的“金种
子”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生根发芽，结
出现代农业合作的丰硕果实。

从示范园到“农业圣地”

“一粒种子从播种到收获仅需 42 天，
全程采用无人化管理，且最多可以栽培 24

层。”走进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可以看见
现代农业最新科技成果和引领未来农业发展
方向的新技术、新模式。

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是上合组织农业基
地在设施农业领域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实
训基地，园区集成展示和示范了1100 多种
国内外先进的设施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
装备。

这种“科技引领、企业主体、多方协
同、政府推动”的园区建设运营模式已推广
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示范推广110
多个优良品种和高效栽培技术。而像杨凌智
慧农业示范园这样的上合组织农业实训基
地，杨凌已先后在国内外建立了20个。

“中国为世界减贫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我们将向中国学习更多先进经验
和技术，与中方一道，努力实现减贫和可持
续发展的目标。”在今年上海合作组织减贫
和可持续发展论坛上，巴基斯坦参议院副主
席阿夫里迪说。

跨越山海，和18个国家的学员同赴中
国农业圣地杨凌，寻取农业科技“真经”，
参加中亚国家农业先进适用技术综合培训班
的孟加拉国学员安波直言，一踏进杨凌，
科技之风扑面而来。“我想把这里先进的农
业科学技术引进到我们国家，应用到农业生
产中。”

“感谢杨凌示范区国际交流中心举办中
亚国家农业先进适用技术综合培训班。”这
是乌兹别克斯坦农业部部长沃伊托夫写给杨
凌的一封感谢信。尽管文字简短，但感激之

情溢于言表。
在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中乌节水农业海

外示范园，一提到杨凌的农业节水设备，乌
方合作者、教授阿里木直竖大拇指。由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教授朱德兰团队研发的智能水
肥一体化灌溉设备，使当地棉花产量提高
50%，节水50%，投入减少40%。阿里木表
示，他不仅掌握了先进的农业技术，更看到
了与中国合作的广阔前景。

开展援外培训、集成示范推广新品种新
技术新装备新模式，杨凌给农业插上科技翅
膀，以务实行动为世界提供减贫智慧。

“我们所在的陕西杨凌农业示范区是农
业科技促进减贫事业发展的‘样板’地区，
也是中国特色减贫模式的缩影。”上合组织
睦委会副主席崔丽如是说。

从“中转站”到孵化平台

今年 5 月 16 日，在庆祝共建“一带一
路”十周年暨中哈商品展开幕仪式现场，杨
凌农业科技产业集团与哈萨克斯坦康格迪亚
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围绕
农作物种植、订单农业、粮食、作物种子及
农副产品的进出口和农业科技交流推广等领
域开展合作。

借助在农业全产业链的市场、渠道、政
策和技术优势，杨凌农业科技产业集团积极
开展农产品和食品进出口业务，通过在新疆
布局面粉加工、油脂加工、粮食贸易等产业
和在西安国际港务区保税区建设面制品加工

基地，切实助推全国粮食安全、丰富优质农
产品供应。

6月20日，一批产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车
厘子，搭乘“空中丝绸之路”包机，由乌
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运抵杨凌。

丝路古国直采、丝路包机直达。这是
杨凌示范区贯彻落实中国—中亚峰会成果的
重要举措，为扩大杨凌示范区与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农产品贸易打开了新渠道。

炎炎夏日丝毫未影响国家 （杨凌） 农
作物种质资源中转隔离基地项目建设进
度。“该项目建成后可满足每年4万批次入
境农作物的检疫检验和10万份种质资源储
存，有效增强杨凌自贸片区隔离检疫功
能，支撑国家农业贸易便利化，打造‘一
带一路’种质资源检疫国际合作中心。”杨
凌示范区自贸办主任苏亚文介绍。距该项
目不远处的杨凌综合保税区海关大楼傲然
挺立在蓝天下。

去年 8 月 24 日，随着首单货物入区通
关，杨凌综合保税区正式封关运行。目
前，已在生物科技研发、大宗农产品贸
易、农产品跨境电商等方面储备项目20余
个。陕西最大的外商直投项目加拿大麦肯
马铃薯产业园项目顺利入区，先正达、良
科等种业企业先后入驻，金沙河食品保税
加工、合成医药血竭提取加工等项目已正
式签约入驻综保区。

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交易中
心，来自杨凌的特色农产品受到当地群众
欢迎。塔什干交易中心是由杨凌现代农业
国际合作公司负责建设运营、杨凌现代农
业国际合作外资 （乌兹别克斯坦） 公司运
营的经贸服务平台，于去年12月21日正式
启用。目前，已经汇集了包括淳化苹果、
陕北小米、陕南茶叶在内的上百种陕西特
色产品。

“这里不仅可以作为货物交易的中转
站，还将作为孵化平台，为更多愿意走出
去的企业铺路搭桥提供服务，让共建‘一
带一路’发展红利惠及更多人。”杨凌现代
农业国际合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兵说。

走出去，引进来。一来一往之间，增
进的是发展的信心，增添的是发展的动
能。“今年乌兹别克斯坦商品原料交易所入
驻杨凌；开展农业援外培训项目17期、培
训 4430 人次；新签订国际产能合作协议 3
项，24 个外贸项目加快落地，带动全区外
贸总额增长17.2%。”杨凌示范区2023年上
半年工作会上展示的这份“成绩单”见证
着共建“一带一路”在杨凌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

（原载2023年10月10日《农民日报》）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如何让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交流范围

更加深入，联系更加紧密？
在第 30 届杨凌农高会期间举办的上合

组织国家农业合作与发展大会上给出了
“答案”。

当天，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陕西联络
办公室杨凌工作站正式揭牌，淘天上合组织
农业基地旗舰店也顺利上线，上合组织国家
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与中国—上海合
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在会上签署框架
协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粮食贸易集团
股份公司和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在会上签
订了合作谅解备忘录……

随后，来自中外的企业家先后亮相，对

各自国内农业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推介。
会场上，中外企业家代表你来我往激情

推介交流，合作交流范围愈发广阔；会场
下，杨凌积极贯彻落实中国—中亚峰会成果
的重要举措，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商品原料交
易所入驻上合组织农业基地经贸投资促进中
心，一批产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车厘子已经搭
乘圆通航空飞机，由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
干运抵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一场大会，一个平台，一座桥梁。
见证一系列“锦上添花”的合作后，上

合组织秘书处副秘书长尼亚扎利耶夫·努
兰·萨德罗维奇现场表示，上海合作组织国
家农业合作与发展大会是一个成功的对话、
咨询和研究的平台，在这里，嘉宾可以讨论

各领域内的合作、交流在农业领域的经验和
最佳实践。

农业是上合组织国家合作的重要板块。
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
（以下简称上合组织农业基地） 自在杨凌建
立以来，聚焦“培训、交流、示范”核心功
能，积极发挥农科教资源优势和基地平台
作用，正向着服务上合组织、服务“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现代农业发展高地的目标
迈进。

近年来，杨凌重大国际交流活动密集举
办，高质量承办上合组织减贫和可持续发展
论坛、第十二届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上
合组织现代农业发展圆桌会议等重大多边活
动40多场次，3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活

动，促成合作成果10余项，上合组织农业
基地成为上合组织国家农业领域交流合作的
高能级平台。

与此同时，杨凌与上合组织国家签订肉
类及其农副产品投资合作协议3项，乌兹别
克斯坦商品原料交易所入驻杨凌；全力推进
生物科技研发、大宗农产品贸易、跨境电商
等 24 个外贸项目加快落地。今年 1 月至 7
月，杨凌实现进出口总额6.21亿元，同比增
长19.85%。

如今，从交流培训示范到经贸产能合
作，杨凌“上合之路”的脚步愈走愈稳，
借助这场盛会，上合组织成员国将携手深耕
农业合作“示范田”，不断释放可持续发展
潜力。

书写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上合答卷”
记者 吴凡

张正茂（中）在哈萨克斯坦小麦种植基地察看作物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