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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魏争亮 日前，农业农村部推介发布
了“2024年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名单，共
遴选出10项农业重大引领性技术、150个主导品
种和 150 项主推技术。杨凌示范区多项成果入
选，包括1项农业重大引领性技术、4个主导品
种和2项主推技术。

农业重大引领性技术——
“旱地绿色智慧集雨补灌技术”

针对旱地水资源短缺、供水保障不足等问
题，依托陕西省农业节水技术体系，采用物联
网、大数据、深度学习、模型模拟和智能决策等
手段，集成光伏发电提水和高效灌溉补水等技
术，根据作物需耗水规律进行实时补灌，研发出
旱地绿色智慧集雨补灌技术，实现了降水资源就
地拦蓄和错季利用，充分挖掘了雨水资源潜力，
增加了旱地农田粮食产能。

农业主导品种（小麦）——“西农511”

因其高产、抗病、优质强筋及适宜区域广等
优点，连续两年入选小麦主导品种，年推广面积
达900万亩。

农业主导品种（小麦）——“伟隆169”

因其优质强筋、高产稳产、综合抗逆性好等
特点，高产田块亩产可达1600斤，先后入选陕西
省主栽品种、河南省主导品种，连续两年入选小
麦主导品种，年推广面积达1000万亩。

农业主导品种（水果园艺）——苹果“秦脆”

因其单产高、抗逆性强、品质佳、丰产性
强、抗寒性强等特性，再次入选17个水果园艺主
导品种。

农业主导品种（油料）——“秦优1618”

因其“杆硬抗倒产量高、角粗粒大出油多、
耐寒耐旱耐盐碱、耐密耐晚宜机收”等优势，连
续 3 年入选全国油料主导品种，年推广面积 136
万亩，有力促进了黄淮地区油菜产业发展。

农业主推技术（畜牧类）——
“北方地区舍饲肉羊高效繁育技术”

针对北方地区圈舍投入大、单胎产仔率低、
集约化程度低、产业链不健全等问题，通过集成
整合基因组早期选择技术、繁殖母羊常年均衡营
养技术、哺乳期母子一体化营养管理技术、哺乳
后期短期优饲、哺乳羔羊早期补饲等技术形成了
肉羊两年三胎、一胎多羔的高效繁殖技术体系，
实现了绒山羊和滩羊“235”高效繁殖生产，使
肉羊母羊繁殖效率显著提高。

农业主推技术（资源环境类）——
“旱作农田拦提蓄补‘四位一体’集雨补灌技术”

针对旱区降雨时空分配不均、农田水分供应不足和降
水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开发出“沟道坝拦水（拦）+光伏
发电提水 （提） +水窖高位蓄水 （蓄） +节水 灌溉补水
（补）”的“四位一体”集雨补灌技术，显著提升粮食作物
和经济林果产量与水分利用效率，有效缓解了干旱缺水这
一制约旱作农田产能提升的瓶颈性难题。

杨凌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近
年来，以打造旱区种业硅谷为目标，深入推进区校融合，围
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发展需求，先后组建
杨凌种业、果业、畜牧等6个产业创新中心，建立干旱半干
旱地区小麦、玉米、油菜、马铃薯、苹果等生物育种技术体
系，培育伟隆、荣华两家国家级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近
三年示范区审定登记新品种379个，国审小麦玉米品种42
个，占全省80%以上。先后引进先正达、登海、良科等国内
外知名种业企业，积极开展农业育种科技创新，有1000多名
科教人员从事育种研究工作，拥有省部级以上种业创新平台
66个，集聚种业企业近百家，仅小麦和玉米的系列新品种在
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累计推广面积超过8.5亿亩、增产430
亿斤，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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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上合组织农业基地
开栏语：2019年6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

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提出“中方愿在陕西省设立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
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加强同地区国家现代农业领域
合作”倡议。五年来，杨凌示范区铭记谆谆嘱托，在
国家有关部委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强力
推动下，坚持区校一体，高水平建设上合组织农业基
地。时至今日，基地建设实现了从“中国倡议”到

“重大共享平台”、从“愿景规划”到“现实成果”的
突破性进展，一幅“立足中国、辐射上合、联动周
边、面向全球”的农业国际合作新蓝图在农科城大地
徐徐展开。为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展示倡议五年来建
设成果，即日起，杨凌农科传媒集团特推出“上合组
织农业基地倡议五周年巡礼”专栏，全面报道上合组
织成员国“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好故事、好声音。
敬请关注。

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简称
上合农业培训基地）位于世界知名农科城——陕西杨
凌。您知道什么是上合组织？上合组织农业基地有什

么功能？经过五年发展，取得了哪些成就，做出了哪
些贡献？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上合组织农业基地，
去了解它吧！

上海合作组织是由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华人民
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
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于2001年6月15日在中
国上海宣布成立的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它的前身
是“上海五国”机制。

上合组织的宗旨是：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
与睦邻友好；鼓励成员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
教育、能源、交通、旅游、环保及其它领域的有效合
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推动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2019 年 6 月 14 日，习近平主席在比什凯克上
合组织成员国第十九次元首理事会上提出“中方
愿在陕西省设立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
示范基地，加强同地区国家现代农业领域合作”
的倡议。这一倡议得到上合组织各方积极响应，

2020 年 10 月 21 日，上合组织成员国第五次农业部
长会议通过上合农业基地建设框架构想并签定会
议纪要，上合农业基地建设由单边倡议成为集体
行动。2020 年 10 月 22 日，上合农业基地在杨凌正
式揭牌。

上合组织农业基地是上合组织农业领域首个共
商共建共享平台，承担着服务上合组织国家地区间
农业协同发展的使命。

目前，上合农业基地建设按照“互信、互利、
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联合发展”的

“上海精神”，立足上合组织国家农业资源禀赋、经
济社会发展基础和未来农业发展方向，以政府主

导、多方联动，需求导向、聚焦关键，开放引领、
共建共享的原则，按照“交流、培训、示范”核心
功能定位，提出了“一基地多平台、一中心多园
区、一院多所”的建设思路，初步确定了“农业技
术交流合作”“农业技术教育培训”“农业技术示范
推广”“农业贸易和产能合作”等四个方面的主要功
能，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五年来，农业农村部、外交部、科技部等国家部
委积极响应、大力支持，陕西省委省政府高位谋划、
强力推动，杨凌示范区勇担使命、狠抓落实，区校融
合一体推进，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加快建设，平台效能
不断释放，成功入选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重大实践。成功举办上合组织现代农业发展
圆桌会议、上合组织减贫和可持续发展论坛、全球土
壤健康论坛、首届中国-中亚农业部长会议等50余项
国际交流活动，50 多位上合组织国家高级别官员，
500多名嘉宾代表先后来杨凌出席活动、开展交流合
作。积极开展技术培训和专题讲座，2000多名农业官

员和技术人员到杨凌学习，3万多人次通过网络在线
接受培训。累计培训农业减贫人才300余名，培养留
学生 300 余名，联合培养职教生 200 余名。建成中
乌、中哈、中吉等10个农业科技园区和20个实训基
地，110 多个农作物优良品种和栽培技术集成示范，
推动100余项农业科学技术在上合组织国家应用，海
外推广辐射面积3000多万亩。成功举办杨凌农高会、
上合农博会、“一带一路”陕西特色商品展等多项展
会活动，推动陕西苹果、茶业等2000多种特色农产品
搭载中欧班列远销各国。各国间的经贸往来日益紧
密，杨凌跨境商品销售额累计突破5亿元。

未来，基地将持续秉持“上海精神”，立足上合
组织国家农业资源禀赋和未来农业发展方向，积极探
索农业领域交流、培训、示范、贸易和产能合作新模

式、新机制，为陕西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建设国
家农业对外开放重要窗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综合报道）

什么是上合组织什么是上合组织？？

上合组织农业基地的由来上合组织农业基地的由来？？

上合组织农业基地的功能定位是什么上合组织农业基地的功能定位是什么？？

上合组织农业基地五年来取得了哪些突破性进展上合组织农业基地五年来取得了哪些突破性进展？？

下一步下一步，，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将怎么干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将怎么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