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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万物繁茂，农科新城生机勃发。
1997年7月29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

浩荡东风，杨凌示范区应运而生。
也许有人还记得，在示范区建设领导

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对
新成立的示范区提出了要在加强国际交流
合作等9个方面做出示范的要求。这就意
味着，开展国际农业交流合作是杨凌示范
区与生俱来的重要使命。

27年来，示范区紧紧依托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等科教优势，
不忘建区初心，加快开放步伐，从农高会
举办到农业援外培训，从自贸区到综保
区，再到“一带一路”现代农业国际合作
中心，开放机遇频频垂青，开放平台接连
赋予，开放优势不断叠加，尤其是上合组
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设立后，更
是吹响了加快农业国际化的号角，推动杨
凌迈上了加速对外开放的快车道。

搭建对外开放平台
扮靓世界农业“会客厅”

从全国版图来看，杨凌的地理位置较为
偏僻。这个不靠海、不沿边、不临港，远离中
心城市的西北小镇，何以完成“开展国际农
业交流合作”这一“世界级”的大题目？

知重负重，克难奋进。杨凌把继续办
好农高会作为扩大农业对外交流合作、进
而推动全方位开放的重要平台，不断强化
国际化这一重要办会目标。30 年来，先后
有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 多家境外企
业跨越山海，不远万里，来到杨凌，共襄盛
会，开展以国际农业交流合作为主题的考
察、参观、会见、对接、洽谈和展览、论坛、推
介等活动 500 多场次，农高会已从国内一
个区域性展会蝶变为国际一流展会。在农
高会的影响和改革发展的推动下，杨凌已
与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合作关
系，开展农业合作项目300多项，成为陕西
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和中国农业对外开放的
重要平台窗口，成为闪亮世界农业领域一张
靓丽名片。

扩大对外开放，需要平台支撑。高水平
的开放，需要高能级的平台。为了加强和推

动国际交流合作工作，杨凌示范区充分发挥
省部共建优势，不断与相关国家建立广泛联
系。管委会专门设立了国际合作局、杨凌现
代农业国际合作公司，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分别专门设立了国际合
作交流处，连续举办旱作农业技术援外培训
和远程农业技术讲座，积极争取自贸区挂牌
成立，推动综保区封关运行，优化提升营商
环境，建设了智慧农业示范园等20多个上
合组织农业技术实训基地，建成了现代农业
发展研究院、现代农业交流中心和5个联合
实验室，组建了13个高层次国际学术合作
平台和一批创新研究中心，这些都为杨凌加
强农业交流，扩大对外开放，走向国际舞台
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进入杨凌城区，“现代农业国家队”“世
界知名农科城”“开放的杨凌欢迎您”的宣传
语随处可见，充分彰显了杨凌高端的发展定
位和广阔的开放胸襟。在示范区几乎所有
的发展规划中，国际合作始终占据着重要篇
章，对外开放始终是不变的旋律。正是有了
全球视野、世界标准，杨凌越来越有国际范
儿。现代农业高端论坛、杨凌国际农业科技
论坛、上合组织国家农业发展圆桌会议、减
贫和可持续发展论坛、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
议等国际性会议和学术交流活动常态化举
办，国内外考察团络绎来访，越来越多的外企
选择杨凌，“开放之城”尽展迷人魅力。

建设海外农业园区
种好国际合作“样板田”

炎炎夏日，乌兹别克斯坦锡尔河州中乌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里，新栽的6000 多株
11 个品种的优质“青砧”苹果种苗生机勃
勃，长势良好。这批来自中国陕西、由杨凌
现代农业国际合作有限公司全程负责商检、
运输、通关的苹果苗，预计明年正式挂果。
届时，当地及中亚地区人民将会品尝到甜脆
爽口的“中国味道”。

建设海外园区，是杨凌示范区开展国际
农业合作的重要内容。早在2014年7月，在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杨凌示范区依
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农科教资源优势，在
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首个海外现代农业国

际合作示范园，目前园区已发展到14个，遍
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俄罗斯、乌克兰、津巴布韦、塞内加尔以及越
南、马来西亚等亚非欧国家。经过多年的密
切合作，已经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在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小麦示范园，
通过品种对比试验，中方品种较当地品种最
高增产60%，面筋含量高于当地品种5.7%；
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节水示范园，智能水
肥一体化灌溉设备使当地棉花产量提高
50%，节水量达50%，投资减少40%；在吉尔
吉斯斯坦比什凯克苹果示范园推广矮砧集
约栽培技术，亩均增产 300 公斤以上……”
这一份份对比明显的试验报告，坚定了双方
的信心，有力推动了杨凌国际农业合作不断
向纵深迈进。

截至目前，杨凌先后与全球40多个国家
开展了实质性的项目合作，与20多个国家的
政府部门签订了加强农业合作的协议。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与国
外150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交流合作
关系或设立海外分校，协同开展教学科研，
联手培养农技人才，杨凌的国际朋友圈越来
越大，“好朋友”间合作深度交融，杨凌以更
加自信的姿态迈向全球农业的大舞台，有效
服务了农业发展大局和国家整体外交。

加强经贸往来合作
共享农业开放“大蛋糕”

今年6月份以来，来自巴基斯坦、哈萨
克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感谢信雪片般
飞往杨凌，对中方依托上合组织农业基地支
持该国农业发展非常感谢，并表达了愿意继
续深化合作的真诚意愿。

开放引领发展，合作共赢未来。随着杨
凌农业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杨凌自贸片
区挂牌成立、杨凌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杨
凌与“一带一路”和上合组织各国间的农业
经贸和产能合作广泛深入。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搭乘中欧班列
的快车，杨凌已与73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贸
易往来。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陕西商品展示
交易中心、上合生活馆塔什干会客厅、京东
俄罗斯国家馆等一批海外贸易展示窗口相

继建成并投入运营……通过这些平台，陕
西的苹果、茶叶等30多种优选“土特产”进
入了国外消费者的“购物车”。同时，“一带
一路”和上合组织国家的小麦粉、牛肉、食
用油等一批“洋吃货”让杨凌人不出国门也
可“购得到”。优质农产品“双向奔赴”的背
后，充分展示了杨凌外贸合作的巨大潜力
和积极成果。

农业对外开放，企业是“主力军”。近年
来，通过杨凌专家和示范基地的牵线搭桥，
西安爱菊粮油、西大华特实业、金沙河集团、
中捷四方等多家国内企业纷纷来到中亚国
家寻求合作，考察项目……

从大田种植到设施农业，从科技示范到
人才培养，从经贸往来到产能合作，从政府
出面引导到企业主动出击，杨凌开启了农业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新格局。

据有关方面统计，示范区近五年进出口
总 额 年 均 达 10 亿 元 左 右 ，平 均 增 长
10.76%。在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下，依然保持
了强劲增长势头。

既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杨凌示
范区的开放政策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了
一批世界知名企业纷纷落户。世界知名育
种企业先正达来了，美国嘉吉、德国萨诺、阿
根廷凯茂集团来了，加拿大麦肯集团也来了
……目前，示范区入区外资企业85家，其中
合资企业 17 家，独资企业 25 家，分支机构
22家，外资企业再投资企业21家。这些外
资企业的入区，为杨凌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
开放注入了澎湃动能。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坚持对外开放
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
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
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杨凌今天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未来的
发展，出路也在改革开放。新征程上，杨凌
示范区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勇当农业对外
开放排头兵，高水平建设“三区三高地”和上
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努力打
造农业新质生产力策源地，奋力书写中国式
现代化的强农答卷。

勇 立 潮 头 踏 浪 行
记者 尚遥

七月的农科城，充满创新活力。
27年前，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正式成立，肩负起支撑和引领我国干旱
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的国家使命。

近日，记者走进陕西、甘肃、宁夏等
地的科技试验示范站，在育种实验室、广
袤田野，发现杨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动
实践，寻找农科城在黄土地上书写的答卷。

“心”答案
一心为农 扎根田野写论文

7月19日，记者走进白水县，只见连
片的苹果树一望无际。新建果园里，宽行
密植、栽杆立架、起垄覆膜的种植模式，
让人眼前一亮。

陕西苹果产业链产值已超 1300 亿元。
近年来，素有“中国苹果之乡”美誉的白
水县通过种植瑞阳、瑞雪、瑞香红等苹果
新品种，开创了升级版的苹果种植模式。

白水苹果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离不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苹果试验站和育种专家
赵政阳。

白水县的苹果试验站成立于 2005 年。
赵政阳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扎根20个年头。

回想起刚到苹果试验站的日子，赵政
阳记忆深刻。“我们在一个100多亩的农场

里，从零开始建设苹果试验站。最初的 3
年里，大家都住在养羊场的一间房子里，
一起种苹果、建宿舍，将试验站一砖一瓦
搭建起来。”赵政阳说。

面对白水苹果树老化、种植模式落
后、苹果品种单一等难题，赵政阳团队围
绕旱地矮化苹果高效栽培、绿色无公害苹
果生产等关键环节，开展大量研究工作。

“乔化果园商品率低、效益差，种苹果
越来越不挣钱。”白水县新农田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焦锋对此深有感触。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赵政阳团队运用
间伐改形修剪技术、大树高接换优技术、
土肥水管理新技术，将乔化低效果园改造
成矮化苹果园，不断提升苹果质量。

目前，渭南市矮化苹果栽培面积达40
余万亩，其中，白水县推广矮化苹果园面
积在18万亩以上，居陕西首位。

一个优良品种可以振兴一个产业。
近年来，白水苹果试验站先后选育审定
不同熟期苹果新优品种 11 个。其中，号
称“三瑞”的瑞阳、瑞雪、瑞香红成为
推动白水县苹果产业实现转型发展的关
键品种，已在陕西、甘肃、山西、新疆
等地推广40余万亩。

（下转第六版）

杨凌：在黄土地上书写答卷
陕西日报记者 王晨曦 杨凌农科传媒集团记者 耿苏强

——杨凌示范区推进农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工作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