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凌：为上合国家现代农业发展注入新质生产力

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是上合农业
实训基地之一，这里满含农业生产“黑
科技”，提前布局农业发展未来，生动诠
释了“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新
质生产力，全方位展示中国现代农业

“最强大脑”，为上合组织国家打造智慧
农业“杨凌新样本”。

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是上合组织农
业基地在设施农业领域最重要和最具代
表性的实训基地，目前累计接待上合组
织国家 13 个，接待上合组织国家及发展
中国家团体 56 个，来园学习游览参观学
员 1900 余人。“科技引领、企业主体、
多方协同、政府推动”的园区建设运营
模式已推广到分布在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家
的 8 个境外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推广传
播 110 多个优良品种和高效栽培技术，
辐射面积超过3000万亩。

走进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智能温室，

瓜果蔬菜芳香飘满大棚，绿油油的叶菜生
机勃勃、茁壮成长，彩色小番茄五彩斑
斓、挂满枝头，互联网、物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地热新能源和自
动控制等尖端技术深度融入应用到农业生

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勾画出了一幅万象
“耕”新的现代智能科技图。

园区规划面积 720 亩，总投资 4.6 亿
元，按照“一心五区”规划建设。

一心是阳光智慧服务中心，建设有
智慧云控制中心、植物工厂、农业技术
交流培训中心。

五区是智慧农业展示区、高效农业
产业化示范区、智能冷链物流区、生态
肥研发区、休闲农业康养区，建设有智
慧温室、PC板连栋温室、双膜充气连栋
温室等7种不同类型日光温室、2种大跨
度拱棚，及清洁能源中心、二氧化碳生
产车间、水肥一体化供应中心、生态肥
生产车间、智能冷链物流车间及休闲康
养设施。

3万平方米的智慧温室采用全玻璃覆

盖文络式结构，是农业生产标准化、信
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技术的跨界融
合。在智慧农业示范园区展示的 12 种不
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设施温室，种植了
国内外优质果蔬、花卉品种，通过云计
算、物联网、音视频、人工智能、大数
据和农业种植管理技术，对照“植物生
长模型”，对其生长全过程进行信息采
集、分析、决策、控制和病虫害防治，
得到每种农作物在各个生长阶段的最优
生长条件，在信息采集、比对分析、控
制管理全程智能实现了无人化管理。

风机根据作物需求，或自动打开，
或自动关闭，棚顶上偶尔“吞云吐雾”，
在智能控制下自动喷雾降温加湿，整个
温室系统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按照程
序自动运转着。

不同果蔬品种、不同生产阶段，阳
光智慧服务中心都能一对一、点对点地
科学制定生长模型。通过运用现代信息
技术，还能对水、肥、温、光、气进行智
能化管理，根据作物生长情况下达指令，
实现自动化浇水、采摘等一系列操作。通
过智慧化精准管理方案，有效解决了串收
番茄倒茬问题，种植期突破 11 个月，采
收期超过 9 个月。奶油生菜全年生产 12
茬，产量是大田种植的15至20倍。

智慧农业示范园里集中展示了 1000
多项“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新品
种、新技术、新模式、新成果、新业
态，通过“杨凌农科”技术培训、示
范、推广、交流、合作，已成为了国际
农业技术交流合作的“科技之窗”。

记者 张仕博 余瞳

中国良种良法夯实“中亚粮仓”

和往常一样，杨凌现代农业国际合作
有限公司国际事业部部长黄勇早早来到办
公室，与派出乌兹别克斯坦的工作人员就

“青砧”苹果建园事宜进行着电话沟通。
几天前，由杨凌现代农业国际合作有

限公司全程负责商检、运输、通关的
6000 株 11 个品种的优质“青砧”苹果种
苗顺利到达乌兹别克斯坦。这批苹果种苗
将在乌兹别克斯坦锡尔河州无支架矮化密
植综合试验示范园推广种植。

这是陕西省“青砧”苹果种苗首次出
口中亚地区，也是我国苹果青砧无支架矮
化栽培技术首次走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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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保苹果示范园早见成效，使其成
为中亚地区苹果栽培新模式的示范样板，

“青砧”苹果种苗育种企业同步派出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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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一带一路”沿线的数十个国
家和地区都对杨凌在海外建设园区表示
了深厚的兴趣。每年春季，都是中亚国
家的春小麦播种的时候。而来自杨凌的
良种、良法在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却

“火”了。
4月5日—11日，杨凌现代农业国际

合作有限公司特聘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教授马永清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农业
科技示范园为当地春小麦的前期播种工作

做技术指导。他在使用中国引进的麦种的
同时，因地制宜，提高种植管理水平，从
小麦拌种、播期、种植密度等多方面进行
指导，提高小麦产量与品质。

事实上，中国农业有足够的技术盘活
海外优质农业要素。例如，作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土地盐碱化较为严重。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张正茂教授将小麦品种引入当地种
植，最终在当地人眼里不能种粮食的地方
种出了粮食，并且比当地肥沃土地的小麦
产量还要高。

张正茂说，大麦品种西引3号和34—
9大麦每公顷产量超过4吨，比当地品种
产量2吨/公顷，翻了一番。

与此同时，通过杨凌现代农业国际合
作有限公司走出去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
设备也在乌兹别克斯坦当地创造了奇迹。

在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乌塔伊
奇客地区的中乌节水农业海外示范园，由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朱德兰团队研发的
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设备，可使当地棉花
产 量 提 高 50% ， 节 水 50% ， 投 资 减 少
40%。乌方合作者阿里木教授表示，他从

相关合作中掌握了先进的农业技术，看到
了与中国合作的广阔前景。

在“一带一路”沿线7国建成12个境
外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推广110多个优良
品种和高效栽培技术；陕西苹果、茶叶等
30 多种特色农产品搭载中欧班列远销上
合国家。

尽管中国企业“走出去”目前还处于
试探性阶段，但农业企业到海外种地，无
疑开辟了生产基地。同时，“一带一路”
上的海外建设园区项目建设也带动了一批
中国农业技术、设备和劳务的输出。

古有张骞出使西域，经古丝绸之路
带回了葡萄、石榴、胡麻、苜蓿等农作
物。如今，来自农科城的种子、技术正
走出国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
根发芽。

这是农科城杨凌近年在响应“一带
一路”倡议上所取得的出海成绩单，更
是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建设的丰硕成果。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迈入高质
量发展的第二个 10 年的起始之年，也是
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倡议提出 5 周年，这
样的成绩单，意义非凡。

今后，杨凌将继续紧跟“一带一
路”倡议，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农业基地
的主体功能以及在旱作农业技术方面优
势，持续加强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
和区域组织交流合作，持续扩大对外开
放交流，为着力打造“一带一路”现代
农业国际合作中心，主动服务我国农业
对外开放展现新作为。

记者 耿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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