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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凌：用科技之笔书写粮安“答卷”
记者 杨耀军

今年 10 月 16 日是第 43 个世界粮食日。
粮食安全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是民生之
本。如今，在亿万中国人的饭碗里，闪亮着
杨凌科技的色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方位夯实粮
食安全根基，粮食供给结构持续优化，多
元食物供给体系初步形成，粮食安全保障
更加有力。

杨凌作为我国首个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近年来，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
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发展需求，建立干旱半
干旱地区小麦、玉米、油菜、马铃薯、苹果
等生物育种技术体系，引进大型育种企业并
搭建陕西省作物育种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积
极开展农业育种科技创新，为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眼下，正是秋收秋播的关键期，在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曹新庄农场，各科研团队的专
家教授们正带领学生，抢抓晴好天气开展秋
播工作。

“这片试验田共12亩，我们将利用这几
天晴好天气，完成325个高品系小麦育种材
料的播种工作，这里面其中给中亚和中东欧
国家的小麦高代品系有200多个。”10月14
日一大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张正茂便
带领团队成员和学生来到基地播种小麦。

张正茂告诉记者，这片试验田是一个中
外合作的基地，主要是和中亚国家和俄罗斯
的专家在一起合作，通过引进中亚和中东欧
国家的小麦种质资源，来与中国的小麦种质
资源进行杂交，然后通过异地的杂交，选育
适合中国和适合中亚和中东欧国家的小麦品
种，目的还是要定向选育品种。

该农场作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重要的教
学实习和科研试验示范基地，多项农业标志

性成果在此孕育。先后培育成功的碧蚂一
号、丰产系列、矮丰系列、西农系列、陕农
系列小麦新品种、西农系列玉米新品种以及
陕油系列油菜新品种等为我国粮食安全、农
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振兴关乎
国家粮食安全。在农作物育种领域，杨凌
长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创造了数十项全
国第一或世界领先的成绩，全国小麦六次
更新换代其中四次由杨凌主导，油菜杂交
育种水平世界领先，玉米杂交优势利用研
究始终处于全国前列，番茄品种开创了我
国粉红番茄耐储运、货架寿命长的新时
代，瑞阳、瑞雪、瑞香红苹果品种通过了
国家审定，这是苹果产业的又一重大突破。

9月28日，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公布了第
五十八次农作物品种审定结果，审定通过了

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品种 113 个。其
中，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伟隆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等区内高校和企业申报的40多
个新品种通过省审，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据了解，今年杨凌有 8 个小麦品种通
过国审，18 个非主要农作物通过国家登
记，“西农 511”“伟隆 169”“秦优 1618”
等 6 个品种入选 2023 年全国农业主导品
种，两项种业创新成果获2022 年度全省科
学技术一等奖，杨凌“种业硅谷”的称号
实至名归。

进入 10 月份，杨凌伟隆种业小麦种子
销售已进入旺季。作为我省首家国家级

“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拥有合法登记
品种10个，销售网络遍布全国5省 （区）。

“今年，我们小麦品种销售预计 3000
万斤左右，其中伟隆 169 品种占据份额最

大，近年来已累计销售 1 亿斤，覆盖我国
黄淮南片及长江流域等小麦主产区。”杨凌
伟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永林说。

今年 5 月，杨凌荣华种业成功晋级，
成为我省第二家国家级“育繁推”一体化
种子企业，实现我省国家级育繁推一体化
种子企业从“0到2”的重大突破。该公司
研发品种适宜种植范围几乎涵盖了我国所
有油菜种植区域。推广的秦优10号、沣油
737、 秦 优 1618 是 我 国 油 菜 生 产 主 导 品
种，沣油 737 从 2015 年开始，已连续 7 年
列全国农技推广中心统计全国杂交油菜种
植面积第一大品种，2009 年以来，累计推
广面积已接近3000 万亩，为我国油菜规模
化、机械化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以打造“中国
（旱区） 种业硅谷”为目标，深入推进区校
融合，大力推动“产学研育繁推”一体发
展，成立了杨凌种业创新中心，引进培育
了先正达等百余家种业企业入区发展，全
面推进杨凌良种“4455”推广计划……在
种业创新方面结出了累累硕果。

粮安天下，农稳社稷。面对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

“三农”基础是应变局的“压舱石”。
新征程上，杨凌示范区将始终立足

“国家队”的职责定位，持续加大科技协
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力度，加大创新资
源聚集和种业企业引育，持续加强创新攻
关、示范推广、要素集聚、培优扶强，着
力打造旱区种业自主创新、原始创新的重
要策源地，让越来越多的杨凌良种走向全
国、迈向世界，聚力打造中国 （旱区） 种
业硅谷，推动杨凌成为国家种业重要战略
科技力量。

“我从来没想过，这本书能被译成哈萨
克文、越南文和俄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教授张正茂幽默地表示，“这种小麦，咋还
一不小心种出了不小的名堂呢！”

张正茂口中的这本书，名为《中国种子
——我在哈萨克斯坦种小麦》。该书以长篇
纪实文学的手法真实记录了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专家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开展农业国
际合作，播撒“中国种子”的故事。在今年
6月举行的第29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
这本书被东西伯利亚图书出版公司签署了俄
文版权输出协议。

作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的重大举
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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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一带一路”国
家联合建立8个海外农业科技示范园，让新
品种、新技术、新模式一路向西，在那里生
根发芽，开花结果。

科技金种播中亚

“去年在中哈农业科技示范园种下的春
小麦，有4个品种表现突出，比如西农10号
较当地品种增产28.6%，西农12号增产超过
20%。”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曹新庄试验农
场，张正茂正在麦田里忙活：“我现在正在
育种的高代小麦，具有抗旱、抗寒等性状，
随后将在哈萨克斯坦开展种植试验。”

像张正茂一样，韩清芳、胡银岗、郭东
伟、冯佰利、朱德兰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
家，经常往返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等国，帮助解决制约当地作物产量、质量提
升的关键技术问题，把旱区农业致富的“金
种”、科技的“火种”播撒在中亚。

“中亚五国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人均
耕地面积相当于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的6倍。
我们可以互惠互利，合作共赢。”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说。

2016 年以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丝
绸之路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为平台，先后
与哈萨克斯坦的国立农业大学、赛福林农业
技术大学，吉尔吉斯斯坦国立农业大学，塔
吉克斯坦国立农业大学，乌兹别克斯坦塔什
干水利与农业机械工程大学等11所中亚大
学建立深入合作关系。

以科技合作为引领，双方围绕区域农业
发展共性问题开展科学与技术研究以及人才
培养，共建了哈萨克斯坦农业科技、乌兹别
克斯坦节水灌溉、吉尔吉斯斯坦农业科技等
8个海外科技示范园，强化农业合作的支撑
作用，开展良种繁育、品种技术试验示范和
推广，突出高效农业节水技术、水肥一体化
管理技术、土地沙化治理和盐碱地改良技术
等合作，制定7项作物生产标准、11项作物
生产技术规程，助推中亚农业发展。

“我们与赛福林农业技术大学、北哈州
国立大学合作筛选了一批优良品种，其中小
麦试验最高增产幅度60%，一般也在20%—
30%。”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罗军介
绍。目前，该校8个海外农业科技示范园已
示范种植13个大类、115个农作物品种，筛
选出适合当地生产的4个大类、9个作物品
种。其中，2个小麦品种进入哈萨克斯坦和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作物品种区域试验。

幸福粮仓合力建

合闸，设备运转正常；抽水，田间滴头
均匀出水；加压，喷头喷洒出漂亮的水线
……经过几天紧张的工作，卷盘式太阳能移
动喷灌机等一系列由教授朱德兰自主研发的
水肥一体灌溉系统设备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
干农民内比江100公顷的农场里落户了。

韩清芳教授7月中旬刚从哈萨克斯坦回
来，而之前疫情期间，她只能远程对阿拉木
图示范园的引种栽培和耕作技术等进行指

导。“今年可以和北哈州国立农业大学专
家、农场主面对面实地接洽工作，我已经去
了两趟。”

坚持“走出去作为”，把科技转化为生
产力，一直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优良传
统。2017 年以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中
亚当地科教单位、中资企业共建8个农业科
技示范园。学校负责品种、产品、技术的研
发和人才支持，当地政府组织开展“订单
式”生产，中资企业负责成果示范和产品收
购并从增收收益中按比例提取资金反馈给科
研，实现“研发—应用—研发”的循环升级
和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

其中，科克舍套农业科技示范园由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与西安爱菊集团、北哈萨克斯
坦玛纳什·科孜巴耶夫大学联合建设。中哈
双方农业专家们通力合作，通过引进品种和
多点多生态区品种适应性试验研究，筛选出
一批产量高、品质好的小麦、油菜、大豆、
向日葵等作物良种。

示范园筛选的良种在集成配套技术的支
撑下，先后示范25万亩，辐射带动超过450
万亩。“这种模式实现了共赢，去年为当地
150万亩的家庭农场开展订单农业，带动农
产品销售约14万吨。”爱菊集团董事长贾合
义表示。

示范园探索结合中亚农业耕种的地理优
势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农业科技优势，建
立“科技引领、企业主体、多方协同、市场
导向”海外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运行模式，
形成种、收、管、加工、贸易等全产业链
条，全面减少土地负荷，带动了当地种植业
结构的调整，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实
现翻番。

（下转第五版）

携 手 共 建 “ 幸 福 粮 仓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展农业国际合作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