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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凌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成效显
记者从 8 月 22 日举办的“深化

‘三个年’活动、推动高质量发展”系
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杨凌专场上了解
到，作为肩负着推动干旱半干旱地区
农业现代化的国家使命的首个农高
区，杨凌示范区紧紧围绕农业新质生
产力培育，全面推进政策资源要素汇
聚、加快创新平台建设，标志性创新
成果持续涌现，为我国农业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

持续加快创新平台建设

目前，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中转
隔离基地一期建成投用，国家肥料微
生物种质资源库获批建设，进一步完
善了我国种质资源引进研发保护体系。

作物抗逆与高效生产全国重点实验
室完成重组，水土保持与荒漠化整治全
国重点实验室、中国—中亚旱区农业

“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加快推
进，国家农业科技战略力量持续强化。

围绕服务农业强省建设，全面启
动旱区农业陕西实验室建设，成功获
批省草莓、家畜基因编辑育种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成立陕西油菜种业科技
创新联盟，进一步巩固了我省农业科
技创新力量。支持先正达杨凌育种中
心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效率最高的商
业化育种平台，上半年，该中心三期
项目启动建设，将进一步夯实杨凌引
领世界种业科技创新的实践基础。

标志性创新成果持续涌现

据悉，今年杨凌示范区荣获国家
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各 1 项，省科学技术奖 17 项，46
个植物新品种通过国审，全省11个国
审小麦新品种全部出自杨凌，成果获
奖数量和新品种审定均创新高。

“旱地绿色智慧集雨补灌技术”入

选全国十大农业重大引领性技术。
成功培育出世界首例体细胞克隆

顶级种用藏羊、陕西首头高育种值克
隆奶牛，畜牧育种取得历史性突破。

省杂交油菜中心成功培育出目前
国内外已知含油量最高的油菜种质资
源，标志着我国油菜高油育种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

小麦条锈病基因编辑试验技术从
理论到指导生产实践迈出了关键一
步，受到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肯定。这
些科技成果将为改造传统农业、培育
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产生积极影响。

旱区种业硅谷建设成效突出，今
年以来4个品种入选国家主导品种，2
个小麦新品种推广面积进入全国前十。

目前，杨凌示范区聚集种业企业
110家、种业单品头部企业10家，培育
国家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3家。

更多资源要素向杨凌汇聚

杨凌示范区充分发挥省部共建体制

优势，积极争取各共建部委项目、政策
支持，推动更多资源要素向杨凌汇聚。

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农业
新质生产力策源地”为目标，制定了
系统性《意见》，聚焦着力打造干旱半
干旱地区农业科技创新高地，不断增
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驱动
力；着力打造秦创原农业板块科创品
牌，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农业新
质生产力；着力打造新时代乡村振兴
示范样板，以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农
业农村现代化；着力打造“一带一
路”现代农业国际合作中心，不断扩
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新空间；着力
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全面激发农
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新活力五大方面，
推动杨凌示范区履行国家使命和高质
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今年农高会期间将聚焦农业新质
生产力主题举办高端论坛，邀请国内
外顶级专家深入研讨交流，为培育农
业新质生产力强化智力支持。

记者 万英俊

记者 行波 8月29日，记者从杨
凌示范区创新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获
悉，第十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现代
农业产业技术创新专业赛暨第四届全
国现代农业创新创业大赛目前已正式
开始报名，报名到10月20日截止。

此届赛事由工信部火炬中心 （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办公室） 指导，杨凌
示范区管委会主办，杨凌示范区创业
服务中心、杨凌示范区创新创业园发
展有限公司承办，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协办，参赛项
目主要聚焦现代种业、农产品加工、
农业智能装备制造、数字农业、农业
科技服务等领域。

参赛报名中，企业和团队自主评
价参赛项目和条件是否符合大赛要
求，符合参赛要求的企业可自愿登录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官网 （www.cxcyds.
com），点击“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创新
专业赛”报名，参赛项目按照相应目
录进行填报。团队项目和上合组织其
他国家农业项目采用线下报名。参赛
团队和企业对报名材料信息的准确
性、真实性、完整性负责。比赛不向
参赛企业收取任何费用。

报名结束后，将进行资格确认、
网上初赛、全国半决赛、全国总决
赛。获奖项目除了资金奖励外，还将
享受相关政策支持。

据了解，本届比赛分初创组和成
长企业组两个组别，全程采取线上线
下结合的方式进行。与往届不同的
是，本届比赛初创组和成长企业组的
报名范围，新增了上合组织其他国家
农业创新创业项目。近期，大赛组委

会还将陆续走进中国农业大学、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
开展大赛路演推介活动。

记者了解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
创新专业赛作为中国创新大赛重要组
成部分，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累计
共有全国27个省 （区、市） 的1500多
个项目参赛，并与区内两所大学和国
内知名投资机构建立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与投资机制。通过举办大赛，发现和挖
掘了一批乡村振兴及现代农业领域关键
技术创新创业企业和项目，为农业企业
搭建了良好的创新创业平台，激发了科
技人员、大学生和职业农民的双创热
情，推动了“政产学研用金服”深度融
合，加快了科技成果的转化，促进了创
新链、产业链、资本链有效整合，为现
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力量。

第十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创新专业赛
暨 第 四 届 全 国 现 代 农 业 创 新 创 业 大 赛 开 始 报 名

陕西日报记者 王晨曦 杨凌融媒
体中心记者 万英俊 8 月 29 日至 30
日，西部省份科技特派员工作经验交流
会在杨凌召开。会上，全国骨干科技特
派员（杨凌）培训基地正式揭牌。

全国骨干科技特派员 （杨凌） 培
训基地由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与陕
西省科学技术厅、杨凌示范区管委
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职业技
术学院联合共建，是继福建南平、辽

宁抚顺培训基地之后的第三个全国骨
干科技特派员培训基地。

杨凌示范区科技创新和转化推广
局副局长唐伟表示，该培训基地的建
立，将进一步强化科技特派员对乡村
振兴的支撑作用，对促进跨省经验交
流与技术扩散、开展旱区农业科技人
才培育与产业迭代升级具有深远影响。

近年来，杨凌以打造农科培训品
牌为牵引，联合区内高校院所积极探

索科技特派员培训制度创新和模式创
新，累计在18个省市县布局建成农业
科技示范推广基地350个，培训科技特
派员2400余人。同时，依托上合组织
农业基地，杨凌建成10个境外农业科
技示范园区和20个实训基地，举办农
业国际培训 13 期，近 300 名上合国家
农业官员、农技人员参加培训，越来
越多的农业科技新技术、新成果受到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欢迎。

全国骨干科技特派员（杨凌）培训基地揭牌

一晃来西农已19年。第一次认识
西农，也是在19年前。

那是在 2005 年的大四毕业季，一
天，班长到宿舍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
委宣传部来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招
人，并给了联系电话。之后不久，抱着
试试看的心态，按照电话号码打了过
去，咨询相关情况。电话中约好了时
间、地点，从西安城西客运站坐汽车，人
生中第一次走进西农、走进杨凌，最终
经过笔试、面试，很幸运地成为西农的
一员。

刚到西农，正好赶上本科教学评
估，学校上下都忙忙碌碌。自己一来就
被当做“主力”投身“战场”，每天不是在
采访就是在采访的路上。刚开始，由于
人生地不熟，连哪个学院在哪个校区、
西边还是东边、哪栋楼上都不清楚。于
是，去学院采访或者跟活动，总是早早
出发，生怕因找不到地方耽误事。慢慢
地，开始熟悉了西农的楼、西农的人和
西农的事。

对西农的了解，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刚来西农那几年，学校刚刚合并组
建不久，正在科教体制改革的路上探
索。对西农的印象就是由7个单位合
并，地盘大、人多，从1934年建校就在
杨凌。再后来，感受最深的就是西农是

“服务三农的一面旗帜”，学校的专家们
真真正正是“把论文写在了大地上”，这
也是自己采访、报道最多的一个领域。

作为一名山西人，我在山西的足
迹几乎没离开过清徐小县城，而跟随
着西农专家的足迹，我几乎跑遍了陕
西所有的区县。同样的，作为一名文
科生，刚开始采访面对“小檗”“穗粒数”“千粒重”“基
质”“水分利用效率”“盐碱胁迫”等专业名词时是一
头雾水，到如今已了然于胸。“西农的专家们，把青春
奉献给了陕西苹果事业，把汗水洒在了渭北旱塬的
黄土地上，也把口碑留在了果区人民中间。”“远看像
要饭的，近看像掏炭的，仔细一看是水保站的。”“西
农就是我们乡村振兴最大的底气”……这些朴实的
话语，最是打动人心。

再后来，学校第二次党代会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农
业大学的宏伟目标。随着事业的发展，如今这个目标
已越来越接近。值得庆幸的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作出了属于自己的贡献。我想也正是这每一条涓涓
细流的同向同行，才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农
业大学的汪洋大海。

如今，19年已过，对西农、对涉农专业有了更加深
刻的了解，自己也在西农成家立业，那种作为西农人
的自豪感和成就感越来越明显。无论走到哪里，都会
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一名西农人。

我们西农是有厚重感的。诞生在后稷公刘文
武周公之故乡，以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为源的西
农，90年筚路蓝缕，90载奋斗不息，巍巍三号楼最是
见证。

我们西农是有家国情的。因国家战略而生，因国
家战略而为，因国家战略而兴的西农，自建校起就树
立了“民为国本，食为民天；树德务滋，树基务坚”的教
育理念，始终服务国家战略，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
态文明等方面作出了属于西农的巨大贡献。

我们西农是有精气神的。无论是“经国本、解民
生、尚科学”的办学理念，还是“诚朴勇毅”的校训，“扎
根杨凌、胸怀社稷，脚踏黄土、情系三农，甘于吃苦、追
求卓越”的西农精神，都是一代代西农人砥砺前行的
生动写照。

我们西农是有使命感的。承远古农神后稷之志，
行当代“教民稼穑”之为，一代代西农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
一流农业大学，为强农兴农、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贡
献西农智慧和西农力量。

巍巍西农，栉风沐雨；薪火相传，再谱新篇。作为
西农人，要继续做一个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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