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语：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为充分展

现杨凌示范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通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的生动实践，全方位

多层次报道新时代改革开放伟大实

践中的新作为和新成就，即日起，

杨凌融媒体中心特开设“新思想引领

新时代改革开放”专栏，集中报道杨

凌示范区紧盯现代农业“国家队”

定 位 ， 持 续 深 化 农 业 科 教 体 制 改

革，奋力打造世界知名农科城，建

设 上 合 组 织 农 业 基 地 和 中 国 （旱

区） 种业硅谷的系列改革创新举措

和对外开放成效。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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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杨凌示范区进出口贸易保持
强劲增长势头，进出口总额 10.88 亿元，
同比增长 28.8%。其中，出口额 7.31 亿
元，同比增长 21.1%；进口额 3.57 亿元，
同比增长47.8%，均为近三年以来最高增
速。杨凌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赶考路”
上，再次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
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关
于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和加快发展开放
型经济等系列工作部署，充分发挥农业科
教资源优势，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对
内对外开放，以建设上合组织农业基地为
统领，全力推动“一带一路”现代农业国
际合作中心、自贸试验片区、综保区等对
外开放平台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已成为
陕西乃至全国农业对外开放和产能合作的
重要窗口。

扩大对外开放
夯实开放型经济发展基础

今年5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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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尔河州上合组
织农业基地中乌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这
是国内新型苹果栽培技术首次走出国门，
将辐射带动中亚地区，为服务“一带一
路”战略贡献新力量。

而像这样的肩负着杨凌示范区推动国
际农业合作重任的海外农业园区，目前杨
凌示范区已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俄罗斯、
乌克兰、津巴布韦、塞内加尔以及越南、
马来西亚等亚非欧10国建成14个上合组
织农业基地海外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总面
积62万亩，跨境订单农业合作区面积600
余万亩。

横贯亚欧，联通陆海。近年来，杨凌
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交流，不断夯实开放型
经济发展基础。先后与联合国粮农组织、
联合国工发组织、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
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与全球 6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在农业领域建立了合作关系，与
超过 40 个国家开展了实质性的项目合
作，与美国、德国、新西兰、俄罗斯、哈
萨克斯坦等 20 个国家的政府部门签订了
加强农业合作的有关协议。

同时，区内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杨
凌职业技术学院已与国外150所大学和科
研机构建立了国际交流合作关系，与美国
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英国哈珀亚当斯大
学等 40 多所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了
校际合作关系，与美国康奈尔大学等 28
所世界一流大学签订了相关合作协议。

如今，杨凌正在打造农业对外开放新
高地的路上阔步前行，良好稳定的对外合
作关系，将不断提升示范区的国际知名度
和影响力，也为示范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发挥对外合作平台作用
实现进出口贸易较快增长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道同者，共
以初心为链。

在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倡议提出五周
年之际，连日来，巴基斯坦、哈萨克斯
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陆续发来贺信，对
中方依托上合组织农业基地支持其农业
发展表示感谢，并祝愿与中国的友谊历
久弥坚，万古长青。

时间倒回到 2019 年 6 月 14 日，习近
平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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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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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合组织农业基地落地杨凌以
来，坚持把基地建设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强机制、建平台、作示范、促合
作，全力推进基地建设在杨凌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实现了从“重大倡议”
到 “ 重 大 平 台 ”、 从 “ 愿 景 规 划 ” 到

“现实成果”的突破性进展。
近年来，杨凌充分发挥对外合作平

台作用，进出口贸易实现较快增长——
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先后建立

了高层次国际学术合作平台 13 个，中加
旱区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中美食品安全
联合研究中心等一批研究中心先后落户
杨凌，搭建了双多边农业科教研发服务
合作通道；

全国唯一的以农业为显著特色的自贸
片区和综保区全面建成投用，制度创新多
次受到国家和省上通报表彰，高能级对外
贸易合作平台作用已得到初步发挥；

连续成功举办了 30 届的杨凌农高会
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依托

杨凌农高会平台，示范区与联合国粮食
计划署、非盟等5个国际组织建立合作关
系，累计吸引近 2000 家境外涉农企业参
展参会。

在这些对外合作平台的支撑和有效
带动下，杨凌先后与 73 个国家和地区发
生贸易往来，示范区进出口贸易实现较
快增长。据统计，示范区近五年进出口
总额年均9.16亿元、平均增长10.76%。

扩大农业科技示范推广效应
发挥社会和经济效益

7 月 9 日下午，2024 年“走出杨凌看
示范”媒体采访团第一站来到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建立的第一个校外试验示范站
——白水苹果试验站。在挂满累累硕果
的田地里，媒体团成员们一起探寻“小
苹果”带动“大产业”的致富“密码”。

据试验站首席专家赵政阳介绍，自
2005 年成立以来，试验站先后培育瑞
阳、瑞雪、瑞香红等苹果新品种 11 个，
新品种在当地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辐射带动陕西、甘肃、山西、
新疆等地推广发展40余万亩。

杨凌充分发挥农科教资源优势，不
断扩大农业科技示范推广效应，实现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提升，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白水苹果试验站只是一个缩影。

目 前 ， 杨 凌 累 计 在 全 国 18 个 省
（区） 布局建成示范推广基地 350 个，构
建了农业科技进村入户的快捷通道，辐
射示范上亿群众发展畜禽、果业、食用
菌、茶叶、中药材等特色产业，示范推
广面积年均达到 1.2 亿亩，2023 年示范
效益超过 300 亿元。杨凌专家领衔 33 个
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为全省特
色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技术保障。

同时，以秦创原农业创新驱动平台
为统领，杨凌积极推动驻区高校、科
研 机 构 实 施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 三 项 改
革”，全面深化与省内各市农业科技合
作 ， 为 助 力 陕 西 农 业 强 省 贡 献 更 多

“杨凌力量”。
坚持以科技引领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聚集发展，杨凌已建成省级农产品加
工贸易示范园、富海工业园等 6 个专业
园区，培育形成生物医药、农产品加
工、涉农装备制造等三大主导产业集
群，聚集相关企业 332 家，其中涉农高
新技术企业和产业龙头企业近 100 家，
示范区已成为全省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高地。

新 思 想 引 领 新 时 代 改 革 开 放

杨凌：打造农业合作新高地 塑造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
记者 王晴晴

进企业 看发展

“自去年杨凌正华制药生产基地项目建
成以来，日生产量已达 25 万支。”日前，
记者走进陕西正华制药有限公司制剂车间
内，看到生产线上正开足马力，生产黄栀
花口服液。该公司总经理赵占武说，黄栀
花口服液是正华制药的独家产品，已纳入
医保，在全国各大医药店都有销售。

2022 年 4 月，杨凌正华制药生产基地
项目开工建设。该项目是以吉林正华药业
有限公司收购盘活陕西健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为基础，在陕西健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原有用地内建设的医药生产基地。

经过一年多时间建设，去年项目一
期建成投产，占地 50 亩，总投资约 2.7 亿
元，其中 2.1 亿元用于购买黄栀花口服液
药号，6000 万元用于收购陕西健众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并改造，同时新建生产车
间，实现植物提取及口服液生产功能。

“该项目为闲置资产盘活类项目，有
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在新建厂房过程
中，杨陵区各部门积极探索并实施审批
事项容缺受理等创新方式，让项目从开

工建设到投产仅用时一年半，创造了大型
盘活项目的‘杨陵速度’。”该项目包抓
人、杨陵区招商局相关负责人杜乐乐说。

近年来，杨陵区持续推进“亩均论
英 雄 ” 综 合 改 革 方 案 ， 加 大 “ 僵 尸 企
业”“低效土地”“闲置资产”盘活利用
力度，通过将项目招引与盘活闲置资产
相结合，切实提高资源资产节约集约利
用率，让一个个曾经的“沉睡资产”，逐
渐变成了“源头活水”，为经济发展增添
新活力。

闲置资产“活”起来，“包袱”转化
成“财富”。据了解，该项目达到满产目
标后，亩均产值可达 1600 万元，亩均税
收 140 万 元 ， 可 以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200 余

个。“当前，市场还没达到日满产 50 万
支的要求，下一步要以开拓业务市场为
目标，完成产品满产满销。”赵占武说。

此 外 ， 该 项 目 还 有 二 期 规 划 建 设 ，
预计新征工业用地 80 亩，总投资 3.8 亿
元，建筑面积约 7.1 万平方米，建设生产
主车间、前处理车间、制剂车间、成品
库、综合制剂车间、提取车间、综合办
公楼、辅助用房及相关配套设施，建成
后实现丸剂和颗粒剂生产功能。

赵占武说，二期项目正在规划建设中，
预计满产后，亩均产值达3500万元，亩均
税收 315 万元，提供就业 80 余人。项目总
体建成后，可实现年产口服液 5 亿支、丸
剂11亿丸、颗粒剂1亿袋。

正华制药：聚力向“新”谋“药”事
记者 谷幸 李煜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