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语：农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使创新成果加快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近年来，杨凌示范区坚持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职业技术学
院，协同创新、共担使命，区校一体、融合发展。即日起，杨凌农科传媒集团开设“落实两
会精神 区校融合谱新篇”专栏，讲述杨凌示范区区校一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农业强
国的生动故事，展现新时代下杨凌示范区的新作为、新风采。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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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卡脖子”说不，杨凌凭什么?
记者 耿苏强 王朝阳

两会两会 融融合合区校区校 谱新篇谱新篇精神精神落实落实

通讯员 雷婷 记者 李煜强 3 月 27 日，陕西省林
业局发布了2023年度陕西省林木良种名录，全省共有35个
品种被审定为省级林木良种。其中，由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火龙果产业研发中心牛永浩博士、钱拴提教授、姚瑞祺副
教授、王锋副教授科研团队选育的火龙果新品种“新双
色”通过省级林木良种审定。

“‘新双色’是以‘越南白’为母本、‘大红’为父本
经杂交选育而来，由杨凌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杨凌青皮她园
火龙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和杨陵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
心，经过5年时间研究培育而成。”牛永浩说。

该品种果实椭球形，单果重363.16克，含糖量19.9％，
含酸量0.29％，可溶性固形物含量23.5％。在设施条件栽培
下，第2年开始结果，第3年进入丰产期，平均每亩产量在
2800千克左右。2月中下旬开始萌芽，5月初开花，在人为
补光条件下，开花可提前至 3 月底；6 月上旬首批果实成
熟，果期可持续到12月底，7-10月为果实密集期。

据了解，该团队已经制定了3个火龙果设施栽培技术标
准，申请了4个实用新型专利，已拥有2个我国北方地区自
主培育的火龙果新品种。

“火龙果‘南果北育’的成功实践，不仅改变了南方水
果在北方种植的传统认知，也拓宽了该产业发展和农民增
收致富的新路径。”牛永浩说。

杨 凌 职 院 培 育 的 火 龙 果
“新双色”品种通过陕西省审定

怎么解决农业“卡脖子”问题，
杨凌用三个关键词作答：区校一体、
协同创新、自立自强。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
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
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
培育，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

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产
业发展就如同被掐住了“命门”，只
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赢得发展的主动
权。打开杨凌科创“成绩单”，不难
看出，“区校一体、协同创新”已然
成为杨凌现代农业发展的代名词，一
串串耀眼数字的背后，凝聚着数千科
研专家的智慧结晶。

1000多名科教人员从事育种研究，审定通过1100
多个作物新品种；6 个产业创新中心集聚 12 名院士、
190余名科研骨干人才，构建形成了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的创新平台体系……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不断深化区校融合发展思
路，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抓手，不断创新育种新模式，
推动秦创原农业创新驱动平台建设，农业科技创新能
力大幅提升，逐步迈向以科技创新驱动农业现代化的
发展之路。

潜心育良种 打响种业翻身仗

这几天，正是麦苗拔节期，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曹新庄试验农场，放眼望去，千亩碧绿的麦田静谧的
沐浴着春风。西农大农学院教授韩德俊正带领博士生
在田间筹备安装智慧育种设备。

韩德俊介绍，以往都是通过人工在麦田调查记
录，费时、费力，记录的数据也未必准；而智慧育
种，正是通过无人机、光谱、卫星这些技术手段辅助
调查记录，相较传统育种不仅能缩短调查时间，减少
人工，监测的数据也精确。

种业创新关系着粮食安全。如今的曹新庄试验农
场，不仅有智慧育种，还引进“一带一路”和上合组
织国家小麦种质资源与中国小麦杂交创制新的种质资
源，定向选育适合中亚国家地域、气候的小麦新品种。

“我们也在加快智慧农场建设，为早日建成设施一
流、功能齐备、管理先进、保障有力的国内一流教学
科研综合试验农场而努力奋斗。”曹新庄试验农场负责
人雷和涛说。

在杨凌，像曹新庄试验农场这样的科研试验基地
还有很多处。

科技创新，种业先行。如今的杨凌作物育种达到
全国领先水平，“西农979”连续10年列入黄淮麦区主
推品种。小麦赤霉病和条锈病防治技术世界领先，使
全国小麦条锈病发病面积降低50.83%，每年挽回损失
40 多亿斤。玉米新品种“陕单 609”单产超过 1400 公
斤，刷新了全国玉米高产栽培记录。

搭建创新平台 建创新“根据地”

陕西省特色果品定向设计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陕西省家畜基因编辑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陕
西省草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去年末，省科技厅在农
业农村领域组建7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其中3个由杨
凌承担。

前不久，制度创新“沃土”滋养中国旱区种业

“硅谷”案例入选《2023年全国自贸片区经典制度创新
案例汇编》；至此，杨凌已有8项创新案例在全国复制
推广。

在杨凌，组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这样的科技
创新平台、在全国复制推广的创新案例不在少数。

近年来，杨凌全力整合农业科技创新资源要素，
以秦创原农业板块建设为依托，积极搭建科技创新平
台，先后组建了种业、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等6个产业
创新中心，集聚 12 名院士和 190 余名科研骨干人才，
构建形成了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平台体系。

此外，杨凌还获批建设陕西省作物育种、畜禽育
种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和创新联合体，依托先正达建设
国家玉米技术创新中心西北中心，培育了嘉禾药业、
海斯夫等一批省级“四主体一联合”平台和技术创新
中心。

围绕“秦创原农业板块平台”的建设，杨凌组建
了国家 （杨凌） 农业技术转移中心、国家 （杨凌） 植
物品种权交易中心。如今，杨凌累计建设省部级以上
科技创新平台126个，其中国家重点 （工程） 实验室3
个，工程中心、野外观测台站等国家级平台7个。在众
多“科研平台”的加持下，杨凌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将
大有所为。

壮大创新主体 释放“企业活力”

政府提供支持的同时，企业自身也在寻求破解之路。
走进中捷四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内，工人们正忙着将产品分类包装，车间内一派繁忙
景象。

“这些都是昆虫信息素诱芯产品，不要看它们小，
这里蕴含了很高的科技含量。”中捷四方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延乐介绍，公司的诱芯缓释技术
能使信息素释放稳定且时效长。

作为杨凌高新技术企业代表，中捷四方逐渐成长
为以“微量生物信息物质”为基础的绿色防控产品研
发、生产、服务、推广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其产品备受市场青睐。

通过整合科技资源和一系列政策措施，引导创新
链向产业链聚集，实施农业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计
划，杨凌逐渐构建起了科技企业“微成长、小升高、
高壮大”的梯次培育机制，形成了现代种业、生物医
药、农产品加工、涉农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集群。

作为中国农业领域“良种”的主要研发基地之
一，近年来，杨凌示范区紧紧围绕立足“国家队”定
位，紧盯“三区三高地”目标，积极落实“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国家战略上步履不停，探索出了以科

技创新驱动农业现代
化的先行之路，为推
动干旱半干旱地区乃
至全国现代农业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 行波 眼下，正值汉中油菜花开季节。看着
眼前一片片金灿灿的油菜花，汉中市南郑区春镇阳光村
三组组长王全福，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这是他之前想
都不敢想的事情。

王全福告诉记者，他们组共有 80 亩地，种植油菜有
近 30 年的历史。近两年，发现油菜根肿病后，多方打
听，尝试了很多方法，都得不到解决，只能改种小麦。

“去年，陕西荣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给我们带来了
‘秦优 DK4’这个新品种，播种后，每隔一段时间我们
都会到地里看看。从目前长势情况来看，大家都反映效
果非常好，这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看来今年的收成有
保障啦！”王全福说。

据了解，油菜根肿病是一种土壤传播的真菌病害，
流行途径多、速度快，以稻油轮作的水田发病居多，发
病后造成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已经成为危害陕南及我
国长江流域部分主产区油菜生产的重要病害，严重威胁
油菜生产安全。“为了攻克这一难题，我们用了 8 年多
时间，通过远缘杂交，育成了陕西首个油菜抗根肿病新
品种‘秦优 DK4’，有效地解决了油菜根肿病难题，为
稻油轮作提供了‘新品种’。”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
育种研究室主任董育红说。

“秦优 DK4”油菜成熟期较早、抗倒性强、菌核病
抗性鉴定结果为低抗，适宜在我国长江上、中、下游区
种植。在第三届全国 （杨凌） 油菜科技大会上，将生产
经营权成功转让给了陕西荣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通过前期在陕西省勉县和太白县的苗期抗性鉴定
结 果 ， 对 照 品 种 根 肿 病 发 病 率 超 过 90% ， 而 “ 秦 优
DK4”发病率仅 5%左右。在冬油菜品比试验中，长江
上游区亩产 183.53 公斤，长江中游区亩产 191.73 公斤，
长江下游区亩产 215.86 公斤，比对照品种增产均达极
显著水平。

记者了解到，通过近年的试验示范和推广，该品种
已在长江流域累计推广了 20 余万亩，有效解决了我省
陕南和我国长江流域油菜生产面临的根肿病危害问题，
成为根肿病易发区、常发区种植首选品种，为保障我国
油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杨凌“科企联合”攻克
油 菜“ 癌 症 ”难 题

3 月 25 日，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曹新庄试验农场，韩德俊教授
（左一）带领学生在田间安装智慧育种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