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
示范基地，杨凌示范区扛牢国家使命，聚
焦上合组织农业基地核心功能高质量建
设，以强机制、建平台、作示范、促合作
为主线，持续推进国际农业合作不断书写
科技画卷，奋力打造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

这几天，杨凌国合跨境电商有限公司
总经理黄宁便积极与上合国家对接，与当
地企业洽谈外贸合作。

2023年，依托杨凌示范区海外农业园
区资源优势，杨凌示范区通过中欧班列、
中亚班列分别完成了西安至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干、新疆霍尔果斯口岸70个柜的订舱
和货物，贸易额达7500多万元。

在开展扩大贸易往来的同时，杨凌通
过组建上合现代农业国际联合实验室、海
外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积极促进上合组织
国家现代农业技术交流合作，先后建成中
乌节水农业科技示范园等13个海外农业合
作园区，在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试种
小麦、玉米、油葵等作物6500多亩，传播
110多项高效栽培技术，辐射面积达3000
多万亩。

杨凌现代农业国际合作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陈兵说：“我们响应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合作往来，在上合国家建立了一系列
的海外园区，把农科城的新品种、新技
术、新模式带到了上合国家，通过海外园
区搭建起中国与上合国家的经贸合作往来
桥梁。”

3 月 7 日，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开展的
盐碱地综合治理技术系列远程培训开始了
龙年第二期线上培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水土保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体彬从盐
碱地的成因、危害以及主要治理措施方面
进行了系统讲解。

上合组织农业培训基地开展的远程培
训得到了上合组织国家及相关国家农技人
员、科研人员的广泛关注，一千多人在线
参与学习。这样的农业对外培训交流活动
在杨凌每年都会举行数十场。

近年来，杨凌对外开放效应不断放
大，国际合作交流开创新局面，不仅成功
举办了中国-中亚农业部长会议、上合组
织减贫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等一系列重大主
场外事活动，同时还面向40多个国家举办
各类培训，区域农业合作引领力持续增
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
新格局正在形成。

杨凌示范区党工委外办主任、上合办
常务副主任马静说：“我们将充分发挥上
合农业基地的主体功能以及在旱作农业技
术方面优势，与上合国家开展双多边的合
作。持续加强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以
及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和区
域组织交流合作，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交
流、提升国际培训的质效、推进国际合作
走深走实，为着力打造‘一带一路’现代
农业国际合作中心，主动服务我国农业对
外开放，展现新作为。”

奋
力
打
造
内
陆
改
革
开
放
新
高
地

一座座有乡村气息的田园农庄错落有致，一
个个西红柿、草莓在大棚藤蔓和绿叶间若隐若现
……杨凌推行“部门联政策、专家联产业、科研
联生产、企业联市场、党员联群众，书记包抓典
型村”的乡村振兴工作机制，实现村村有产业，
户户能增收，让农村变成让城里人心向往之的

“绿富美”。
人勤春来早。一大早，杨陵区揉谷镇新集村

的葡萄种植户陈建龙冒着春雨在葡萄避雨棚里开始
劳作。

依托新建的葡萄避雨棚，陈建龙这片10亩葡
萄园一年产值超过了30万元。

陈建龙向记者介绍，棚建好以后，不受气候影
响了，效益比以前来说能翻一番。现在来看当时建
这个棚是选择对了。

新集村是西北有名的葡萄产业村，葡萄种植面
积从起初的不到400亩，发展至如今2000多亩，葡
萄成为村民致富的主导产业。

2022 年以来，杨凌示范区推行“部门联政
策、专家联产业、科研联生产、企业联市场、党员
联群众，书记包抓典型村”的乡村振兴“五联一
抓”新机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作为包
抓院校为新集村量身设计了避雨大棚，当地政府给
予每个大棚2万元技改补助，引导村民科学栽植。
新技术的加持让村民积极性空前高涨，纷纷尝试种
植阳光玫瑰、澳洲五号、黑皇等葡萄新品种。

随着“五联一抓”向纵深推进，在专家的指导
下，新集村逐步探索出了葡萄产业高效发展的技术
标准，2023 年全村葡萄产值突破亿元，村民人均
收入也超过了3万元。

杨陵区揉谷镇新集村党委书记张娟宁说：“我
们现在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正在转变，今年我
们打算再建设施避雨棚100多亩，提高葡萄品质，
引进葡萄新品种，让农民增收致富。”

在新集村吹响产业振兴最强音的同时，揉谷镇
田西村也通过三产融合发展，扮靓了这个昔日落后
的小村庄。龙年春节期间，田西村策划推出了“我
的乡村我的年”春节文化活动，实现了村庄变景区
的完美蜕变，半个月综合旅游收入超过20万元。

近年来，田西村以村庄的环境整治与人居环境
改善为切入口，实施路面硬化、排污疏淤、自来水
接入、广场建设等四大基础工程，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他们还瞄准红薯产业打造“田薯叔”农庄，建
成集花卉产业、创意农业、养生度假、儿童拓展训
练等为一体的多产业融合田园综合体，村民的腰包
越来越鼓，发展产业干劲十足。

惊蛰刚过，田西村立即启动三产融合“共富”
计划，积极策划油菜花节、嬉游萌宠文化节、红薯
狂欢日等农文旅活动，全力推动村集体经济再上新
台阶。

杨陵区揉谷镇田西村党支部书记 田小雄向记
者介绍：“通过这一系列活动的举办，我们村集体
经济收益初步估算达到了30％以上的增长。”

近年来，杨凌将全区53个村分为10个示范样
板村、10个重点突破村、33个全面提升村三种类
型，梳理乡村振兴“一村一策”基础设施和产业发
展重点任务清单432项，建成花园乡村17个。2023
年，杨凌农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低于10万元的
村全部清零，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全
省第一，富美乡村的产业蓝图正在加速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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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产业是支撑畜牧业高效发展、
肉蛋奶稳定供应的关键产业。杨凌示范
区发挥农科城科教优势，依托秦创原农
业创新驱动平台，坚持“链”上发力，
不断释放饲料产业发展新动能，已成为
全省饲料企业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

在陕西安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品
库房里，来自甘肃的货车正在装载生猪
饲料；原料厂房外，工人正加紧卸载玉
米等饲料原料。

陕西安佑致力于生猪饲料系列产品
研发生产，开发了“安佑牌”乳猪、肉
猪、种猪等专用系列产品上百个，产品
畅销西北地区。2023年销售生猪饲料11
万吨，实现产值 4.7 亿元。在和农户合
作过程中，陕西安佑不仅提供饲料产
品，还延长服务链条，为养殖户提供品
类、全周期养殖技术指导。

同样深耕饲料行业30多年的陕西华
秦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是农业产业化国
家级重点龙头企业，生产的鸡猪牛羊鱼5
大系列饲料产品畅销全国。2023年公司
实现销售量25万吨，产值突破9.3亿元。

陕西华秦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康开平说：“我们坚持服务养殖企业
宗旨，围绕饲料生产和服务主业，树立
大食品观和食品安全观，持续向客户提
供安全、优质、高效的饲料产品，持续
为示范区建设贡献华秦力量。”

杨凌本香农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是
全产业链布局下的受益者之一。近年
来，本香集团不断延链补链强链，通过

“安全饲料生产、优良种猪繁育、商品
猪养殖、生猪屠宰及猪肉深加工、冷链
配送、线上线下连锁专卖”六大环节，
实现了“从源头到终端”完整的安全猪
肉产业链。作为新希望集团旗下企业，
本香集团饲料厂 2021 年 7 月建成投产，
经过两年的新品研发，产能爬坡，2023
年生产饲料14万吨，产值4.9亿元。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依托丰富的农
科教资源优势和秦创原农业创新驱动平
台优势，设立科创、技改专项奖补资
金，引导饲料企业加快科技研发应用，
加速产品迭代升级，以全产业链布局带
动行业进步，饲料工业迅猛发展，聚集
了世界 500 强企业美国嘉吉、德国萨
诺，以及华秦等国内外知名饲料龙头企
业37家，饲料产量约占全省总产量的四
分 之 一 。 2023 年 全 区 饲 料 总 产 量 达
103.51万吨，产值40.5亿元。

杨凌示范区农业农村和乡村振兴局
副局长杜伟莉说：“2024 年我们将认真
贯彻中央、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和示范区
工作会议精神，扎实开展‘三个年’活
动，依托示范区科教优势，集聚资源要
素，强化技术创新，推动饲料产业全链条
提升，集群化打造。同时，进一步加强质
量安全监管，深化饲料减量替代，聚力
推广安全饲料，推进健康养殖，努力开
创示范区饲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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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特色现代农业是助力乡村振兴的
重要一环。近年来，杨凌以发展现代特色
农业为突破口，持续加强特色农业产业扶
持和品牌建设，大批带有“杨凌基因”的
特色农业产业蓬勃发展，乡村产业的核心
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正不断增强。

在位于杨陵区揉谷镇田东村的青皮
她园合作社，记者看到，大棚里的火龙果
已经销售一空，合作社负责人王艳正在
向甘肃客商介绍基地火龙果的品种与管理
技术。

王艳告诉记者：“今年比往年忙碌。
年前来参观考察订单的客户比较多，大年
初十，我们就接了一个订单。”

近年来，随着设施农业生产方式更
新换代，越来越多的南方水果在北方

“安了家”。作为杨凌本地人，在认真分
析了南北方种植条件差异、不同水果对
适生环境的需求后，2009 年，王艳和丈
夫带着种植火龙果的经验从海南回到杨
凌，利用杨凌科教资源优势和在海南掌
握的种植技术，让“南果北种”首次在
杨凌得到实践。

经过多年技术革新，如今，王艳联合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专家针对西北市场培育
出了多个耐旱型、品质高的火龙果品
种，辐射全国20多个省市区，推广面积达
5万亩。

“我们做品种的选育，有自主品种。
去年3月份拿到“秦红龙”的品种省审证
书，今年“新双色”已经申报，这在西北
是首创。”王艳说。

在陕西金棚种业的番茄制种大棚，一
排排绿色油亮、茁壮生长的西红柿苗映入
眼帘。

作为一家集番茄育种、制种和新品种
示范推广于一体的高科技种业公司，自
2011年成立以来，金棚种业就实行以自主
育种为主，合作育种为辅的科研模式，与
国内及杨凌的科研院校建立了长期友好合
作关系。

目前，陕西金棚种业有限公司培育并
推广的耐运耐储型番茄品种“金棚一号”
系列、抗根结线虫“M6”系列、抗TY病
毒系列三代番茄新品种已在我国番茄主产
区广泛种植，并远销欧盟、俄罗斯等地。

近年来，杨凌以种业集群培育、耕地
地力提升、旱区节水高效、数字农业应用
等创新技术成果试验示范为方向，聚力实
施特色现代农业“1123”工程，持续助力
农业产业链拓展延伸，以兴旺的产业发展
态势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为全省乃
至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特色现代农业发展
做好示范，竖起标杆。

杨陵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刘荣国说：
“2024 年，我们将立足现代农业国家队的
定位，扎实落实省委‘三个看杨凌’的要
求，继续做精特色现代农业，建成覆盖全
域的特色现代农业发展样板示范，为兴产
富农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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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引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硬实
力”，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源动力”。近年来，
杨凌依托高校和农科专家资源优势，开展高素质
农民培训，不断壮大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为乡村
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初春时节，在宝鸡胜利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的大棚里，一个个饱满成熟的香菇正被工人摘
下，不一会儿就被包装、销售，而废料还能制成
有机菌肥再次销售。

董事长赵胜利告诉记者，10年前，他们还只
是一家普通的生产菌类企业。2016年通过政府牵
头，公司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始合作，投入
120 万元建立食用菌工厂化研发中心，通过专家
指导，进行了杂交香菇等一系列新品种研发试
验。如今，企业菌棒年产量从300万袋提升至500
万袋，一跃成为年产值2800万元的全产业链龙头
企业。

“产学研”结合让赵胜利找到了企业发展方
向，公司先后成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用菌产业
示范教学基地、国家级星创天地等，并取得国家
知识产权保护专利31项、省级农业科技创新成果
4项。借助这些平台与成果，企业将发展经验薪
火相传，先后接待500多批次、4万多农户参观学
习、交流，为农户发展产业解问题、强信心。

在咸阳市礼泉县沃野青青生态农场，新鲜的
草莓和西红柿正在车间里打包、装箱。产学研协
同发展模式，让这个农场快速发展壮大。2023
年，农场负责人郑力行参加了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举办的高素质农民培训班。郑力行邀请高校专家
进行技术指导，开展品种研发、项目合作，让杨
凌的农科专家成为农场发展的“智囊团”。

近年来，杨凌借助高校科教资源，通过线上
开班、线下实践，开展各类涉农培训超过160万
人次，培育出85万名三农人才。一批批懂技术、
会管理、善经营的“新农人”变身成为活跃在乡
村振兴舞台上的“兴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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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陕西省医药产业高度聚集地之一，杨凌示
范区以“三个年”活动为抓手，积极打造生物医药
产业集群，培育厚植发展潜能，推动生物医药产业
实现集聚式、跨越式发展。

自2020年投产运营以来，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
司一直保持高速发展态势，在不断提升已有上市产
品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按照国家相关医药政策，积
极增资扩产。202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亿元，纳
税1500万元。今年将有8个在线产品、2个转移产
品、11个科研产品投入生产。

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邢涛向记者介
绍，2024年，我们在持续保障现有产品市场供货的
基础上，全力以赴推进研发创新及新产品落地转移
工作，实施“高中低长中短”全面协调发展的产品
开发布局；坚持生产一代、储备一代、研制一代、
构思一代的层递式研发战略。提高和加强生产工艺
技术，加大研发投入，扩充杨凌步长的生产产能，
助力生物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位于杨凌生物医药产业园的嘉禾药业，拥有
400多种天然植物提取物的生产工艺，年产高质量
植物中间体1万吨，产品远销日本、美国、欧盟等全
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连续多年位居植物提取物
出口额全国前列、我省第一。2023年，嘉禾药业实现
产值约7.8亿元，同比增长46.13%，销售额达6.9亿
元，同比增长45.18%。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生物医药产业百亿级产业
集群效能显著释放，呈现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
目前，区内已有生物医药及大健康企业110余户，通
过药品GMP认证企业16家，建成各类药品生产线65
条，拥有自主研发品种、独家品种、名牌产品专利
35 个，形成了以医药、疫苗、保健食品、植物提
取、特医食品等为主导的生物医药及大健康产业新
格局。据统计，2023年，杨凌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
业年产值50亿元，占全区工业总产值比重超20%，
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实现税收在全区占比83.69%，
为杨凌示范区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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