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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两会 基基层层在在精神精神

3月24日下午，满载6000株优质苹果种苗的国际专线冷链
车在铜川市耀州区装车完毕，即将开启出口乌兹别克斯坦的旅
程。本次种苗出口由杨凌现代农业国际合作有限公司全程负责
商检、运输、通关等各项事宜。

此项目是陕西省贯彻落实中国—中亚峰会成果的重要举
措，也是铜川咸恒农科集团首次将我国自主培育的新型矮化苹
果种苗出口至中亚地区，开创了陕西苹果种苗出口的数量之最。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地区重要的苹果生产国，当地的地理
气候以及土壤条件适合苹果栽植，但栽培技术落后，品种结构
老化，生产效益较低，制约了当地苹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出口种苗将在乌兹别克斯坦锡尔河州上合组织农业基
地中乌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50亩咸恒青砧苹果无支架矮
化密植综合试验示范园，这是国内新型苹果栽培技术首次走出
国门，辐射带动中亚地区，为服务“一带一路”战略贡献新力
量的良好开端。

据悉，咸恒公司将派出专业技术团队，赴乌兹别克斯坦全
程指导栽植建园，并提供长期技术管理服务，确保试验示范园
早见成效。同时杨凌国合公司作为国际农业合作综合服务企
业，将在项目实施中发挥搭建科技示范、贸易往来、产能合作
的服务平台作用，让该项目成为中亚地区苹果栽培新模式的示
范样板，打造中国与中亚深化农业领域合作的新高地。

（综合报道）

今年的全国两会提出，要加强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加大种业振兴、农
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强黑土地保
护和盐碱地综合治理，始终把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上。

时下，正值春耕时节。在农科城杨凌，
小麦国家区试品种正进行分蘖调查，专家教
授在田间为农民培训种植技术，土壤治理工
作正加速开展，以科技之笔，为良种、良
技、良田赋能发力，处处一派生机勃勃的春
耕图景。

科技赋能“育良种”

在杨凌良科智慧农业示范基地，种植着
100多个国家区试小麦品系，十几个生产试验
品系和近60个评比试验的品系。这些小麦即
将进入拔节的关键时期，专家教授和工作人
员正在进行春季分蘖调查。

“通过调查小麦的基本苗、冬天分蘖、春
季分蘖，和成熟后的穗数、穗粒数，就能比
较全面的掌握一个品种从苗期及到成株期的
动态变化，对于小麦繁育具有重要意义。”杨
凌良科小麦研究院院长王成社说。

整个基地里，除了育种地试验田，大部
分都是良种繁殖田。王成社告诉记者，规范
的良种繁育，能够保证种子的质量，提升种
子的发芽率和纯度。“通过标准化、全流程的
管理，才能保证种子的质量，发挥出品种的
优良作用，为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作出贡
献。”王成社说。

在玉米育种方面，杨凌良科每年冬春季
都要在南繁硅谷搞玉米品种新材料配置工
作，年均种植材料3万余份，春、夏两季在
关中种植推广，通过南繁北育实现一年两季
良种加代繁育。

“目前，海南那边的玉米已经进入收获脱
粒阶段了，3 月中下旬，陆陆续续就把种子
发往咱们陕西和全国有关的试验基地试验
点，进行示范展示或者是进行筛选工作。”杨
凌良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玉米研究院院长刘
新江说。

记者了解到，在春播展示方面，杨凌良
科今年主要展示推广良玉99、良玉DF31、良
玉 DF203 等 6 个新品种，并通过育种新方法
提高良种繁育水平。

“我们和两院三校四企进行合作，主要采
取一些新的育种方法，包括生物标记育种、
基因编辑、DH 系育种等，以适用目前生产
对玉米新品种的需要，从而让农民增收、农
业增效。”刘新江说。

推广良技“促增收”

近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副教授
王瑞与杨陵区农技中心工作人员，走进五
泉镇夹道村田间查看小麦墒情、长势和病
虫害情况，为村民开展冬小麦早春管理技
术和小麦“3335”宽幅沟播技术集中培训。

“通过多年试验示范，和条播相比，我
们发现宽幅沟播对小麦产量和品质的提升作
用非常明显，这是多年实践验证的结果。”
王瑞说。

参加培训的农户李建明，去年采用小麦
“3335”宽幅沟播技术种植了两亩小麦，实
实在在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从长势
来看，比一般种植的小麦长势要好一点，
产量每亩地能增产 100 多斤，这项技术对农
民增产增收、提高小麦单产有很大作用。”
李建明说。

记者了解到，在主要农作物农技推广过
程中，杨陵区农业农村局除了采取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持续开展“一喷三防”统防统
治外，还常年邀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张
睿为农户培训，向农户推广小麦“3335”、玉
米“5335”等集成技术，为粮食生产提供强
有力的科技支撑。

沃土良田“强根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严守耕地
红线，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加强黑土地
保护和盐碱地综合治理，提高高标准农田建
设投资补助水平。

最近一段时间，杨凌锦华生态技术有限
公司新研发的土壤调理剂，中试产品即将运
用到榆林和渭南的盐渍化土壤改良试验中，
目前，正在实验室进行相关参数的检测，确
保施用达到预期效果。

该公司针对不同类型盐碱地开展调查评
估，因地制宜地提出改良技术措施，运用高
效节水控盐、耐盐作物和调理剂的协同抑盐
效应，从而降低土壤盐分、提高地力。

“在此基础上，我们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合作，研发和集成了“土—水—生—能”一
体化的陕西省盐渍化粮田土壤改良修复技术
体系，在盐碱地改良与综合利用方面节本增
效，改善作物生长环境和区域生态环境。”杨
凌锦华生态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沈锋说。

沈锋告诉记者，在良田建设中，他们结
合蒲城耕地占补平衡项目的 3000 多亩土地，
实施低效果园改造、测土配方施肥，以及农
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智慧农业建设，使耕
地占补真正做到“以补定占”“占优补优”。
还开展了很多障碍性耕地土壤改良和高标准
农田质量等级评价等工作，为耕地保护提供
了技术保障。

今年，杨凌示范区将围绕提升全省现代
农业生产能力重点实施粮食、设施农业、耕
地提升等11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形成
一批系统集成的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
并通过实施一批种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良
种选育项目，以科技为支撑，让“中国饭
碗”端得更牢、端得更稳。

不负好春光，项目建设忙。3月19日，在杨凌职业技术学
院滨河校区项目施工现场，数十台塔吊不停运转，各种机械轰
鸣作响，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为持续深化“三个年”活动，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加速
跑”，连日来，杨凌职院滨河校区项目不断加大劳动力投入，
施工现场每日均有千余名工人工作。同时，通过合理穿插工
序，确保各个工序紧密衔接，缩短工期，确保项目按时交付。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滨河校区项目位于滨河路以南、杨凌大
道以西、河堤路以北、高研路以东区域。总投资约 25 亿元，
总用地面积约1616亩，规划总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建成后
可容纳学生21000人左右。项目于2023年3月开工，分三标段
建设，内容包括图书信息办公综合中心1栋、理论实践一体楼
9栋、现代农业产教融合实训中心1栋、学生文体中心1栋、综
合服务中心1栋、学生公寓7栋、学生食堂1栋、青年教师公
寓1栋。

目前，一标段青年教师公寓、理实一体楼等单体建筑还在
主体施工阶段，部分楼栋进入二次结构装饰装修阶段。二标段
学生公寓、文体中心等单体建筑主体封顶，开始进行二次结构
施工。三标段群楼主体全面完工，二次结构已完成90%，机电
安装已完成80%。

据了解，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滨河校区的建设，是杨凌示范
区“十四五”规划的重点建设项目，也是示范区深化区校融合
体制机制创新，探索农业科技现代化改革新路径的重要支撑载
体。项目以“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职业大学”为目标，打
造集教育培训、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教融合等功能为一体
的职教综合体，将有效促进人才与产业深度融合，实现学校高
职教育水平再上新台阶。

杨凌职院滨河校区
项目建设“加速跑”

记者 王晴晴 余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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