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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
出十周年。十年来，中国同各方一道
积极践行丝路精神，共同绘就了美美
与共的壮阔画卷。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凭借自身农
业科技独特优势，始终牢记“国之大
者”，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以
科技为笔，共绘“一带一路”农业合
作新图景。

绘就丝路丰收图景的
杨凌“金种子”

金秋时节，金灿灿的麦浪在阳光
照耀下显得格外耀眼，收割机在田间
地头作业，一颗颗饱满的麦粒从巨大
的收割台上滚滚而下。这是吉尔吉斯
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粮食丰收的画面。

而在万里之外的三秦大地，玉
米、稻谷、大豆陆续成熟，垄下田
间，随处可见忙碌的身影，田野里到
处是丰收的景象。

10月14日一大早，西农大教授张
正茂便带领团队成员和学生来到杨凌
上合小麦育种创新基地，进行325个高
品系小麦育种材料的播种工作，其中
给中亚和中东欧国家培育的小麦高代
品系共有200多个。

“经过多年的筛选和试验，我们的
普冰151小麦品种，表现了非常好的适
应性，引种到吉尔吉斯斯坦和巴基斯
坦表现得相当好，在吉尔吉斯斯坦产
量可以翻番，在巴基斯坦可以增产百
分之五十以上。同时我们还有两个春
麦 品 种 ‘ 西 农 10 号 ’ 和 ‘ 西 农 12
号’，在哈萨克斯坦中北部的小麦主产
区表现很好，最高的产量比当地的产
量可以增产百分之六十。”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教授、海外农业科技示范园首
席科学家张正茂告诉记者。

2013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
“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后，杨凌示范区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杨凌先
后与全球60多个国家在现代农业领域
建立了合作关系，依托区内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等高校开展国际农业交流合
作，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
五个国家建设了10个海外农业科技园
区，试验示范种植小麦、玉米、油葵

等110多个优良品种和高效栽培技术，
辐射面积达3000多万亩。

近年来，已经有73批像张正茂这
样的科技使者，每逢春播秋收之际，
便像候鸟般，在丝路各国与杨凌之间
频频往返，走出国门开展援外指导，
将一粒粒携带着“杨凌基因”的“金
种子”撒向“一带一路”，结出现代农
业合作的丰硕果实。

向世界分享中国智慧和方案

“在埃塞俄比亚，我们有很多可用
耕地，这次的机会会帮我们提高环境
保护相关知识，从而帮助我们提升农
作物产量。”今年5月在杨凌参加发展
中国家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研修班的
埃塞俄比亚矿业部交流和外交司司长
恩迪肖·恩达沃克·达涅表示。

杨凌示范区作为中国商务部设立
的四大技术援外培训基地之一，依托
旱作农业技术援外培训基地、上合组
织农业基地等平台，先后组织承办了
161期国际研讨培训班，共有来自130
多个国家的4600多名官员，为全球发
展中国家推动农业现代化作出了积极
的贡献。

跨越山海，同样来杨凌参加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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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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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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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9 日—31 日举办的上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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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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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减贫智慧和方案。

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

9 月 19 日，第 30 届杨凌农高会期
间，在农高会C馆乌兹别克斯坦展位
上，展区负责人张聪热情地介绍展
品。他说，这次主要展出的展品是
乌兹别克斯坦的特色农产品，如鹰
嘴豆、蜂蜜、果干以及民族手工艺
品。“希望通过展会，有更多人了解
我的国家。”

塔吉克斯坦的宝石、阿联酋的奶
制品、巴基斯坦的花梨木……40 个国
家及5个国际组织最具优势和特色的农
副产品、技术装备，在1.2万平方米的
国际农业交流合作展上进行充分展示。

“‘上合组织’和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让乌中两国有了更深入的合
作。”张聪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是今年
农高会的主宾国。他希望通过农高会
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的国家，希望自己
能成为“一带一路”的联络人。

为进一步加强中乌经贸往来，今
年农高会期间，杨凌示范区同期在乌
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办第30届
杨凌农高会 （乌兹别克斯坦） 跨境贸
易商品展。

杨凌现代农业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陈兵说：“这是农高会创办以
来，首次在国外设立展区。这不仅扩
大了农高会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
也为中乌双方企业合作交流搭建了广
阔平台，对加强双方涉农经贸往来具
有重要意义，为杨凌示范区打造‘一
带一路’现代农业国际合作中心作出
积极贡献。”

如今，杨凌农高会已经成为一年
一度的“全球农业科技盛宴”。从1999
年首次有国外客商参会，到现在参展
参会的国外政要、国外涉农专家、国
外企业家逐年增多，国际知名大企业
不断增加，杨凌农高会涉外展位增幅
连年保持在10%以上。

杨凌农高会通过举办现代农业高
端论坛、国际农业科技论坛、上合组
织现代农业发展圆桌会议等品牌活
动，为国际农业合作交流走深走实作
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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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凌是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城市，
也是“一带一路”农业合作的重要节
点。近年来，杨凌示范区积极推动农
业科技创新和国际合作，通过积极推
动农业科技创新、国际合作、人文交
流和安全合作等方面的合作，借科技
之笔，描绘了“一带一路”农业合作
的新图景。

杨凌：绘出“一带一路”农业合作新图景
10 月 12 日，在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节水专家朱德兰给学生讲
完课，就操心起在乌兹别克斯坦
的两个智慧灌溉教室建设情况。

“相关设备已经过去了，再过一周
左右，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能去安
装了。”朱德兰说。

这两个智慧灌溉教室可不简
单，它们浓缩了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节水灌溉的核心技术，由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高
校共建。此前，在乌兹别克斯坦
中乌节水农业海外示范园，朱德
兰教授团队通过应用智能水肥一
体化灌溉系统，帮助示范园农作
物产量提高了 30%，用水量节省了
50%，成本投入减少了40%。

“水资源短缺是乌兹别克斯坦
农业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我们
团队就是要帮助当地探索出一条
可行的节水农业发展路径。为了
加快项目进度，今年我每个月都
会 过 去 一 次 ， 现 场 进 行 技 术 指
导。”朱德兰说。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像朱德
兰这样的科技专家还有很多。他
们经常往返于中国和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带着国家使命、西
农情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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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展 的 “ 科 技
火 种 ” 播 撒 在 共 建 “一带一路”
国家。

2016 年以来，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以丝路创新联盟为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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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大学建立起越来越深入的合作
关系。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围绕区域农
业发展共性问题开展科学技术研
究和人才培养，与相关高校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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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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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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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 一 般 也 在 20% —
30%。”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
罗军说。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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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4 大类、9 个农作物品种，其中
2 个小麦品种进入哈萨克斯坦和吉
尔吉斯斯坦国家农作物品种区域
试验。

9 月 22 日，第八届丝绸之路农业教育科技创新
联盟年会暨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农业大学校长
论坛在杨凌开幕。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
克斯坦、巴基斯坦、白俄罗斯、约旦等国家的 46 所
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单位的 130 多名代表参会，
共同探讨促进农业教育科技进步的良策。

作为丝绸之路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发起院
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
联盟秘书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表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积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于 2016 年发起成立丝绸之路农业教育科技创新
联盟。7 年来，联盟成员单位加深了相互了解，搭
建了交流合作平台，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合作成果，
发展潜力越来越大，合作道路越来越宽，合作机制
不断创新，发展前景更加广阔。

（原载2023年10月19日《陕西日报》）

记者 万英俊

（上接第一版）
选育仅仅只是育种工作的一个环

节。在这片试验地里，目前有300多个
品系参加比较试验，还有60多个品种
展示试验。在这里，从杂交组合，到
世代选择、比较试验、展示，再进入
区试，一个小麦育种全过程能在这里
实现。

近年来，“西农 979”“西农 511”
“陕单650”“秦优1618”4个品种入选
2023年国家农作物良种推广名录，“西
农511”小麦品种推广种植面积进入全
国前十。全省小麦种植面积的80%、玉
米种植面积的20%采用的杨凌品种，杨
凌小麦、玉米品种在黄淮海地区每年
推广面积达3500万亩。杨凌良种成为

推动乡村振兴的“金种子”。
下一步，杨凌还将坚持种业优先

发展战略，集聚整合各类资源要素，
推进种业科技创新自立自强，进一步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发挥科技在
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撑引领作用，
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贡献更多“杨凌
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