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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农业强国中展现新作为
记者 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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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年 的 政 府
工作报告中明确
提出，要加快推
动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充分发
挥新型举国体制
优势，瞄准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和
产 业 发 展 需 要 ，
部署实施一批重
大科技项目。要
推进关键核心技
术协同攻关，加
强颠覆性技术和
前沿技术研究。

杨 凌 作 为 发
展现代农业“国
家队”，围绕“三
区三高地”目标
和 “ 三 个 看 杨
凌”的要求，瞄
准耕地、良种、水利等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充
分发挥区校一体、协同创新、融合发展机制，聚力农
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旱区种业硅谷建设，
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上展现新作为。

科技协同“育良种”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在玉米育种方面，
杨凌良科每年冬春季都在南繁硅谷开展玉米品种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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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夏播玉米，良科将在基地做鉴定试验和展示
示范工作，从抗倒性、抗病性、丰产性等方面入手，
鉴定出适宜杨凌周边乃至整个陕西地区的新品种。此
外，良科在全国各地建立了100多个试验示范点，为黄
淮海地区鉴定筛选新的好品种。

“我们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内的两院三校四企进
行合作，采取生物标记育种、基因编辑、DH系育种等
新的育种方法，做一些性状选育，以适用目前生产对
玉米新品种的需要，达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
目的。”杨凌良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玉米研究院院长
刘新江说。

在种业发展方面，多年来，杨凌坚持立足打造旱
区种业硅谷目标，搭平台、建机制、促融合、聚要
素、强产业，建成的杨凌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年推
广品种、技术面积超过 1.2 亿亩，效益超过 300 亿元。
发现全球首个小麦条锈病感病基因；挖掘了玉米耐旱
耐热基因，油菜、辣椒单倍体育种技术实现产业化应
用，推动传统育种向生物育种迭代升级。

杨凌近三年审定登记农作物新品种379个，其中国
审47个，占示范区成立以来国审总数的62%。6个粮油
果蔬品种入选2023年全国农业主导品种，4个入选国家
良种推广名录。“西农511”小麦年种植面积751万亩，
居全国第五；“伟隆 169”近三年累计种植面积超过
1000万亩，已成为黄淮麦区主栽品种。

技术集成“护耕地”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
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中国杨凌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创新中心，是围绕
解决中低产田改造与产能提升、土壤修复等技术难
题，聚焦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技术的源头性创新及成
果转化，打造集科研、技术、工程、生产于一体的国
家级创新平台，从农田标准化建设、产业模式、智慧
耕地等方面开展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的整体解决方案
研究，破解耕地可持续发展的科技瓶颈。

2022年初，杨凌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创新中心在
宝鸡市凤翔区开展面积达2.8万亩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试
点工作，通过梯田修筑、灌溉一系列工程的实施，对
山、水、田、路等进行综合整治，探索实践的“规划
设计+工程建设+资金筹措”高标准农田一体化建设模
式得到了省政府认可并在全省推广，承担的示范创建
项目实现了“当年立项、当年建设、当年验收、当年
见效”的示范效果。

“我们给土地做检测、修复及跟踪，经过现场勘查
采样，分析耕地质量提升障碍因子，通过土壤物理性
调优、化学性修复、生物营养重构等进行修复。”陕西
省土地工程建设集团总工程师罗林涛接受采访时说，
在高标准农田方面主要通过对土壤改良、保水蓄水能
力、生态环境等方面进行改造，提高农田的耕作力，
让“粮田”变“良田”。

据了解，该中心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示范项目
20余万亩，将在土壤利用适宜性评价、盐碱地综合改
造利用、土壤有机质提升、节水控肥增产、智慧农业
等方面开展研究和工程实践。

强化攻关“兴水利”

今年年初，省水利厅、杨凌示范区、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共同建立厅区校三方深度融合发展联席会议机
制，设立陕西河湖长学院、陕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三方将发挥科教资源优势，搭建起全省河湖治理教育
培训、政策、课题研究、技术推广的综合平台，服务
水利决策咨询、科研攻关、成果推广、科普宣传，强
化河湖长制、助力科技强省建设。同时，面向水利战
略需求、面向水利科技前沿、面向水利基础应用，提
升河湖长履职水平，服务河湖长制机制创新，加强水
利人才队伍建设，聚焦科研攻关，促进成果转化，延
伸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推广实践，支撑水利高质量
发展。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通过不断深化区校协同创
新、融合发展，在旱区节水方面处于领先水平，构建
的农业高效节水创新体系突破了旱区水资源高效利
用、重大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发高效节水新模
式、新技术和新装备近百余项 （套），在陕、甘、
宁、新、蒙 5 省区大面积推广，促进旱区农业用水效
率提高 10%以上，为旱区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杨凌
科技力量。

下一步，杨凌示范区将聚焦现代种业、耕地保
护与质量提升、智能农业等领域，与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合力开展协同创新攻关，
积极参与全省科技创新“八大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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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进旱区种
业硅谷建设，实施一批种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良

种 选 育 项 目 ， 加 快
形 成 一 批 系 统 集 成
的 突 破 性 进 展 和 标
志 性 成 果 ， 在 建 设
农 业 强 国 中 展 现 新
作为。

万物复苏，春耕正当时。
眼下正是羊肚菌采收和加工的季节，在杨陵区五泉镇

崔家寨村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秦岭食用菌产业研发中心的试
验大棚里，一朵朵饱满肥硕的羊肚菌争相破土而出，为春
日大地增添了一抹丰收的喜悦。

3月28日下午，记者在试验大棚看到，老师和学生们
穿梭在菌垄间，有条不紊地进行菌菇采收、测量、分选装
框、运送……一片火热的生产场景。

羊肚菌被誉为菌中之王，具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和药用
价值。“这棚羊肚菌是我们学校秦岭食用菌产业研发中心
师生科研团队选育的新品种，去年 12 月进行种植，现在
已经陆续成熟开始采收。”在采收现场，基地负责人、杨
凌职业技术学院秦岭食用菌产业研发中心副教授王锋忙得
不亦乐乎。

据了解，2021年杨陵区委组织部开展农村人才振兴党
建项目以来，王锋带领团队为包抓的五泉镇崔家寨村在党
员人才培养、设施农业产业提质增优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支
持，借助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的技术优势，开展羊肚菌特色
种植项目。

“今年是团队在崔家寨村服务的第三年，我们的新品
种在该村设施栽培条件下连续表现优异。该品种通过杂交
技术经多年选育而成，具有出菇密度高、成菇率高、产量
高、抗性强等优点，这个棚目测亩产量在 1000 斤以上。”
王锋说。

在现场，陕西省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食用菌中心主任李鸣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水土保持研究所研究员赵世伟正在指导和点评羊肚菌的采
收和新品种选育工作，通过实地察看羊肚菌生长情况，专
家因地制宜，从羊肚菌种植基地的土壤特点、浇水设施、
温湿度、大棚构造等角度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据了解，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秦岭食用菌产业研发中心
成立以来，充分整合食用菌领域专家团队资源，加强技术
支撑，持续推进以羊肚菌为代表的优质食用菌品种选育工
作，探索推广食用菌发展新模式，做强、做优、做精食用
菌产业，在普及农业先进实用技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农村创业创新等方
面不断发力，助力
乡村振兴。

朵朵科技小菌菇撑起
乡 村“ 致 富 伞 ”

记者 米蓓 余瞳

记者 刘晓 王琛玉 4月2日，杨凌高新幼儿园举行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助力幼儿园高质量发展”学术论坛
暨陕西省基础教育领航园长梁杰工作室启动仪式。

活动现场，陕西省基础教育领航园长梁杰工作室正式
启动，并为来自全省9个地市、20所幼儿园的工作室成员
颁发了聘书。工作室不仅是杨凌示范区学前教育创新发展
的示范点，更是带动和引领周边幼儿园共同进步的辐射
源，将有效整合教育资源，促进教育经验交流，激发教育
活力，推动区域学前教育均衡和高质量发展。

工作室主持人，杨凌高新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梁
杰表示：“工作室将积极构建‘同研共生’学习发展共同
体，真研实干，做好帮扶，不断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培育
骨干教师队伍、促进园所内涵提升，做好区域辐射引领，
为陕西省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教育部幼儿园园长培训中心、陕西省教育厅教师工作
处、陕西省教师发展研究院、杨凌示范区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梁杰领航园长工作室成员、全区幼儿园及杨凌高新幼儿
园国培帮扶的省内园所园长、教师共100余人现场与会交流
学习，活动同时以线上直播的方式向全省幼儿园进行展示。

杨凌这个工作室将让优质
学前教育辐射更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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