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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3 月 20 日，走进杨陵区揉谷镇
姜嫄村太秋甜柿二期种植示范园项目建设现场，眼
前一派繁忙景象，土地已经清理平整，工人们正在
加紧作业。

重点项目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
撑，姜嫄村太秋甜柿二期种植示范园项目作为杨陵区
2024 年一季度重点项目，总投资 2000 万元，占地 135
亩，主要建设连栋温室大棚 165 座，配套建设分拣包
装车间等设施。目前，连栋温室大棚框架已经基本完
工，预计近期即将建成并投入使用。

作为姜嫄村产业发展的“第二块版图”，姜嫄村
党支部副书记马补奇告诉记者：“通过一期项目的种
植效果来看，我们村是太秋甜柿一个优良产区。这也
增强了我们发展集体经济的信心。”

2019 年，姜嫄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经多方考察调
研，引进太秋甜柿项目，并以村集体的名义，采购了
一批太秋甜柿树苗，经过三年的试种植，目前8000余
棵太秋甜柿已经在姜嫄村扎根成长，这也是姜嫄村产
业发展的重要支柱。

“2023 年，我们对一期项目的种植进行了控制性
挂果，主要是验证一下品质，另外检验市场的接纳程
度，通过试验发现，六颗果子总共三斤重，市场价达
到了88元。”马补奇向记者介绍。

二期项目即将落地，静待下一期的开花结果，马
补奇心里盘算着：“按照正常产量，太秋甜柿的亩产
是 5000 到 6000 斤。按照之前每斤 30 元来算，亩产效
益可以突破10万元。”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重点。近年来，姜嫄村以太
秋甜柿、文旅采摘、绿化苗木等产业为抓手，通过打
造姜嫄村集体经济产业园，让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现新
突破，走出了一条多元化的致富之路。

姜嫄村打造甜蜜“柿”业
记者 米蓓 仵佳伟

阳春四月天，潮起农科城。
七年前，同样是在春天，一场改革在农

城大地蓄势待发。2017年4月1日，中国（陕
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杨凌片区挂牌成立，至
此以探索制度创新为核心的试验正式启航。

在开放中蝶变，在创新中追梦。七年
来，作为全国唯一农业特色鲜明的自贸试验
片区，杨凌自贸片区始终以国家队的站位、
排头兵的担当，紧扣国家使命，坚持以制度
创新为核心，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推
出一大批改革创新案例，为区域外向型经济
发展注入强大引擎。

眼下，这片5.76平方公里的热土，正朝
着打造“一带一路”现代农业国际合作中
心、建设世界知名农业科技创新城市的目标
稳步迈进。

制度创新红利加速释放

制度创新是自贸试验区的生命力和价值
所在。打造自贸“杨凌样板”，底气从何而
来？制度创新是答案。

七年来，这里意气风发，制度创新红利
加速释放。

前不久，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复制推广中国 （陕西） 自由贸易试验
区第四批改革创新成果的通知》，杨凌自贸
片区《“一带一路”跨国农业全产业链发展
体系》改革创新成果在全省复制推广。

而这，只是杨凌加大制度创新和案例培
育力度的一个缩影。

从2017年到2024年，作为杨凌示范区
改革开放的重要抓手，杨凌自贸片区在加快
政府职能转变、促进贸易便利化、推进农业
领域金融创新和加大农业国际合作交流等方
面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杨凌经验”。

回眸七年奋进路，这里已经累计形成
70多项系统集成性较好的创新案例，其中7
项创新案例在全国复制推广，15 项改革创
新成果在全省复制推广，17 项案例被评为
陕西省自贸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

自贸区，即打造经济要素流动最自由的
区域。在这里，不仅可以率先探索、先行先
试全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仍需试验的事
项，而且可以大胆改革、创新突破企业投资
和对外贸易亟须突破的体制障碍。

字面意思好理解，可上升到实践探索，
必然要摸着石头过河，直面一个个新课题。
实际上，杨凌自贸片区挂牌运行的这七年，
就是探路、试验、创新的七年。

得益于这种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杨凌
自贸片区交出了一份精彩的答卷：先正达杨
凌中心完成首批玉米种质资源引种工作，为
种业企业海外常规引种打开通道；围绕种质
资源引进中转基地，探索开展种质资源跨境流
通制度创新，已取得海关总署支持；首创提出
境外药用植物原材料先行进入综保区、经处
理达到国家药典规定后再行入境国内的模
式，为今后众多药用植物入境探索新路径。

窥一斑而见全豹。可以预见，未来杨凌
自贸片区将踏入更深更广的试验操作层面，
一项项制度创新也将不断上演。

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时间拨回至2023年11月27日，在临近
周至县哑柏镇开农药店的办事群众，来到杨
凌示范区政务中心领取更换的农药经营许可
证。他高兴地说：“现在办事太方便了，省
时又省力。以往延续换证都需要去周至县城
去办理，加上路程，最快也需要半天时间。”

跨区通办新模式的出现，有效解决了企
业群众受区域限制“来回跑”问题，真正实
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如今，在杨凌自贸片区的沃土上，类似
的改革创新不断涌现。

七年来，围绕深化“放管服”改革，杨
凌自贸片区以刀刃向内的精神和勇气，通过
自主创新、复制推广，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新
政策、新举措。

——积极推进“一门一网一次”政务服
务模式，不断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
全面实施“容缺受理+告知承诺制”，梳理
并公布“容缺受理”事项清单，以企业承诺
推进审批便利化。

——率先完成225项省级委托下放事权
的承接落实工作，统筹推进“证照分离”全
覆盖改革。

——围绕农业金融开展产品创新，发放
全国首笔种业制种“双向订单”贷款，创新
开展植物新品种权质押贷款、生物资产动态
估值贷款，农业金融发展环境显著提升。

不仅如此，杨凌自贸片区还与黄河流域
联盟、欧亚陆海自贸试验区联盟等其他兄弟
自贸片区联合签署“跨省（区域）通办”合
作协议，着力解决企业群众跨省（区域）办
事难、办事不便利等问题；与西咸新区共建
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涉农法律服务
中心，研提涉农法律改革事项，开展政策解
读和培训，助力全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在一系列改革举措的加持下，杨凌示范
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一组数据最具说服
力：2023 年杨凌新登记经营主体数 3784
户，同比增长 11.95%，每平方公里经营主
体达189户，位列全省第二，新增涉税经营
主体2376户，同比增长14.78%。

擦亮农业对外开放“窗口”

与全国其他自贸区相比，杨凌自贸片区

算是“小块头”，面积仅5.76平方公里，居
陕西三大片区末位。

“块头”虽小，杨凌自贸片区却有着独
一无二的特色。

这里不仅是首个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也是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
示范基地，尤其是随着杨凌综合保税区的应
运而生，让这里形成了“自贸区+综保区”
的双区驱动、双驱叠加效应，更令这片土地
焕发出勃勃生机。

“今天的申报十分顺利! 杨凌综合保税
区为我们公司在进出口业务的仓储、物流、
报关、关税等方面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政
策，也为我们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给足了信
心。”陕西龙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汉元分
公司厂长邸豪说道。

3月6日，在杨凌综保区，两辆装载圣诞
树PVC片材、PE树叶，货值超过百万元人民
币的货车在工作人员指引下，缓缓通过卡口。

这是杨凌农业跨境合作综合服务有限公
司2024 年开展的首单出口业务，标志着示
范区首家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公司正式进入实
质化运营，为杨凌综保区促进外贸增长、加
快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平台支撑。

七年深耕“试验田”，满地累累“创新果”。
如今，在“自贸区+综保区”的叠加

优势带动下，美国嘉吉、阿根廷凯茂、加
拿大麦肯集团等一批世界知名农业企业投
资杨凌，全区外资企业总数达 90 余家。
2023 年 示 范 区 进 出 口 总 值 较 上 年 增 长
28.76%，增速全省第二。此外，通过在招
商引资和产业培育方面不断用力，综保区
已储备项目 33 个，其中 9 个已完成决策并
签订入区协议。

“七年来，杨凌自贸片区的建设发展从
无到有，从弱到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
绩。下一步，我们将落实好党的二十大关于
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的重要部署，勇做
开拓进取、攻坚克难的先锋，在更广领域、
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
试验区。”杨凌示范区自贸办主任苏亚文的
话语铿锵有力。

风正时济，自当破浪扬帆；任重道远，
更须策马扬鞭。

历经浪涛洗涤，见识海阔天高，敢于逐
潮追梦的杨凌自贸片区，将更快、更有力地
布局落子，破浪前行。

面向未来，这片热土定会不负众望，一
幅植根于农业、由创新写就的新时代农业创
新丰收图景正徐徐展开。

——写在杨凌自贸片区挂牌七周年之际

记者 翁瑞

深化深化““三个年三个年””杨凌在行动杨凌在行动

记者 仵佳伟 王鹏超 3 月 28 日，杨凌示范区 （杨
陵区） 2024年放心农资进村下乡宣传周活动暨“利剑护农
保春耕”春季执法专项行动启动仪式在杨凌种子市场举行。

活动现场，设立了农业政策法律、专家技术咨询、优
质农资展览展示、农产品检验检测等多个展位，农业综合
执法人员与农资经营户代表现场签订《农资诚信经营承诺
书》，并向农户解答农资产品识假辨假等问题，讲解如何
正确选购放心种子、农药、肥料等农资，普及科学用药、
绿色防控等知识，宣传相关农业法律法规，引导农户合理
购买。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放心农资进乡村 稳产保供促
振兴”为主题，4月中旬结束。农资打假专项行动期间，农
业执法人员将聚焦种子、农药、兽药、化肥等重要农资产
品开展全面市场检查，普及农资法律法规及打假维权知
识，依法严打制假售假、非法添加、“忽悠团”及网络非法
售种等违法行为，对发现的违法行为绝不姑息，严格查处
并公开曝光，将违法经营主体纳入黑名单，以强化农资市
场的监管与规范，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

杨凌放心农资进村下乡
宣 传 周 活 动 启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