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万英俊 10 月 10 日，杨凌
示范区召开党工委委员会议，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示范区贯彻落实措施。党工委书
记史高领主持。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常务副主任何玲，党工委副书记王军
出席。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
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不断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勇担使
命、开拓创新的精神动力，转化为奋
发有为、真抓实干的具体行动，聚焦
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持续推进农业
科技创新、示范推广、国际合作、统
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工作取得新的更
大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加强党对民

族工作的领导，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
改善民生，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增进民族交流认同，努力营造全社会
关心支持民族工作的良好氛围。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推进功勋模范人物学习宣传
常态化，动员示范区上下不断把榜样
的力量转化为更好履行国家使命、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示范区召开党工委委员会议

日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
苹果抗逆与品质改良创新团队培育的8
个苹果优质抗逆新品种获得农业农村部
植物新品种权。

这8个苹果新品种分别为秦霞、秦
帅、秦露、秦玉、秦秀、秦丹、秦夏和
秦绯。在我国苹果适生区均可栽植，矮
化自根砧、矮化中间砧或乔化栽培均
可，其果实品质优良，汁液丰富，风味
浓郁，酸甜适口，易成花，抗逆性强，
成熟期涵盖早中晚熟，果实着色鲜艳。
8个苹果新品种的选育，将促进我国苹
果品种结构多元化发展，为消费者提供
风味、色泽和果型各异的优质果品，满
足消费者对品种多元化的需求。

团队负责人马锋旺教授介绍，8个
苹果新品种是继秦脆和秦蜜后，团队选
育的优质苹果新品种，极大丰富了我国
的苹果品种结构，为我国苹果产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种业支持，有利于改善我

国苹果产业品种结构单一、成熟期集中
的问题。

经过 20 年的不懈努力，该团队以
蜜脆为核心亲本开展苹果新品种杂交选
育，培育杂交苗5万余株，筛选出700
多个优系，培育出 10 个优质抗逆新品
种，其中优质抗逆中晚熟苹果新品种秦
脆连续两年入选农业农村部主导品种，

已在全国苹果主产省栽植近 40 万亩。
目前，团队正以秦脆作为第二代核心亲
本，继续进行抗逆和品质改良，同时开
展倍性、诱变、远缘杂交、基因编辑等
生物育种方法研究，创制苹果新种质，
力争培育出重要经济性状有突破性改变
的优质抗逆苹果新品种。

（来源：西农大园艺学院）

西农大8个苹果新品种获植物新品种权

日前，杨凌示范区管委会下发 《关于印发推
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方案的
通知》。《通知》 从主要目标、重点任务、政策保
障三个方面对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进行了明确。

《通知》 确定的主要目标为：围绕扩大投资、
提高效益、降耗减污、培育新业等重点，实施设
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回收循环利用、标准
提升牵引四大行动，进一步释放投资和消费潜
力，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
发展。

到 2027 年，工业、农业、教育、文旅、医疗
等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 2023 年增长 25%以上。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
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超过 90%、75%，报废汽车回
收量较 2023 年增加约一倍，二手车交易量较 2023
年增长 45%，废旧家电回收量较 2023 年增长 30%，
再生材料在资源供给中的占比持续提升。

《通知》 明确的重点任务为：一是实施设备更
新行动。加快摸清重点行业设备生产和更新底
数、加快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大力
推动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加快推进建筑领域设备
更新改造、推动市政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推进交
通基础设施和城市车辆绿色更新、推动老旧农业
机械报废更新、提升教学科研设备数字化水平、
提升医疗设备水平、提升文旅设备水平。二是实
施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开展汽车以旧换新、家
电产品以旧换新和家装消费品换新行动。三是实
施回收循环利用行动。完善废旧产品设备回收体
系、二手商品流通交易体系、有序推进再制造和
梯次利用、提升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四是实
施标准提升牵引行动。落实绿色低碳发展标准、
落实重点领域标准规范。

此外，《通知》 还从用好财政支持政策、落实
税收支持政策、强化金融政策支持等政策保障方
面对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提出
了要求。

杨凌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 消 费 品 以 旧 换 新

杨凌棚掌柜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记者 耿苏强 李煜强

在杨凌棚掌柜信息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朱晓磊的记忆中，从第二
十六届杨凌农高会开始，“棚掌柜”便
受到了参会客商和群众的广泛关注。

“2019 年，我们首次参会，那时候
还只是第三代设备，只因农高会才有
了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的机缘，
进而加快实现了设备的迭代升级。”公
司副总经理赵甲说。

在位于杨凌上合农业国际贸易港
的杨凌棚掌柜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展厅，文化墙上代表企业发展历
程企业大事记格外醒目：2019年，农高
会平台结缘并聘请西农大专家为公司

首席科学家；2022年4月棚掌柜正式入
驻杨凌示范区；2022年8月，与杨凌签
订入区协议启动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
设施农业智慧化提升工程；2023 年 8
月，完成第四代产品研发，制定“风棉
水肥药”智慧大棚一把手管理新方案
……一路走来的每个节点，无不透漏
着农高会所引发的“蝴蝶效应”。

“我们的第一代产品农业大棚智
能控制系统和老式洗衣机一样大，如
今研发到第四代，产品和平板电脑大
小相同。”赵甲向记者分享着近几年

“棚掌柜”产品更新迭代的科创成果。
“棚掌柜”的成功离不开校企合作。赵
甲说，通过农高会，公司与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园艺学院合作，建立农作物生
产、种植模型，不断优化设计，提升农
户科学种植的智能化、精准化、简便
化，从而实现了更为科学的使用操作。

“农高会对于我们来说作用很大，
一方面能最直接带来客户；另一方面
帮助企业更好实现品牌影响力。”赵甲
坦言，农高会让“种棚不再耽误走亲
戚”的“棚掌柜”变得家喻户晓。截至
目前，“棚掌柜”已在陕西、河南、山西、
河北、山东、甘肃、新疆、江西、北京、辽
宁等地推广 10000 多棚，年增产值达
2000 多万元，真正做到了让老百姓用
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产品。

在即将召开的第31届农高会上，
公司还将带着最新研发的“AI模块”技
术参加会期举办的“四新”发布活动。

“这项技术收录了大量农业生产数
据，能很好帮助农户解决在农业生产中
的诸多实际问题。希望农高会能为我
们企业提供更多交流与合作的机会，让
大家通过这个窗口，了解我国更多农业
发展的新技术、新成果。”赵甲说。

农 高 会 让 企 业 收 获 满 满

企业眼中的农高会企业眼中的农高会

史高领会见省林业局局长郑重
记者 行波 10月10日，示范区党工委书记史

高领会见省林业局局长郑重一行，双方就推进林长
制落实落细、林业科技示范推广、推动林业加快发
展、林业项目资金支持、强化示范区林业机构建设
等相关事宜进行交流洽谈。

省林业局副局长刘保华，示范区党工委委员、
管委会副主任马江涛参加会见。

史高领会见深圳华大集团
执行董事、首席运营官路军

记者 万英俊 10月11日，示范区党工委书记
史高领会见深圳华大集团执行董事、首席运营官路军
一行，双方就加快在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成果转化、产业合作等领域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示范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樊兆
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刘天军，华大基因副
总经理张二春参加会见。

（上接第一版） 云 上 展 通 过 “AI、
VR”等新技术，开展云展览、云洽谈、云
撮合、云直播、云带货，为参展参会带来
全新的数字化呈现效果。

海外展设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和哈
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在当地的上合组织农
业基地中国 （陕西） 商品交易中心，举办
第二届中亚陕西苹果节，展示陕西特色农
产品、农业技术及农机装备等，培育“农
高会海外展”品牌。

在会议活动方面，聚焦农业领域新质
生产力发展，强化农业全链条产学研用合

作，着力推动农业产业升级和乡村新产业
新业态发展，按照“6+2+N”模式举办多
场活动。

6 项重点活动是：农高会开幕式、旱
区种业创新发展交流对接活动、“千万工
程”引领乡村振兴对接交流活动、中国好
苹果大赛总决赛、首届睿抗全球农业机器
人应用赛、百名专家服务“三农”咨询培
训活动。

2 项同期举办活动是：上合组织现代
农业发展圆桌会议、“新质生产力·农业新
未来”研讨交流活动。

借助农高会平台，举办“N”项其他
活动：中国气象学会举办全国农业气象技
术交流推介活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举办
支持杨凌示范区高质量发展专场活动，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举办第十八届杨凌国际农
业科技论坛等。

在投资贸易方面，聚焦农业产业建圈强
链，充分发挥展会招商引资平台作用，深化
经贸合作对接，促进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落地，举办农业科技创投对接路演活动、

“一带一路”有机农业产业发展对接活动、
农高会推介及洽谈签约系列活动等3项活动。

在新品发布方面，重点举办农高会新
品种、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四新”
发布、后稷奖评选及鉴宝农高会 2 项活
动。值得一提的是“四新”发布是今年农
高会首次策划举办的，会期将广泛征集并
发布国内外科研院所、涉农企业在核心种
源、农业节水、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等农
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方面最新成果。

中国农业展览协会监事长、全国农业
展览馆副馆长邓志喜，杨凌示范区党工委
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仲山就有关问题回
答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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