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个项目接续建成，一项项惠民工
程惠及百姓，一组组数字不断增长……

金秋时节，农科城大地项目建设硕果
累累。

今年以来，杨凌示范区持续深化“三
个年”活动，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
念，围绕重点项目紧抓快干、真抓实干，
全力以赴抓项目、拼经济、促发展，全区
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

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开启“加速度”

今年一季度，总投资约 6.5 亿元的西
北辣椒深加工数字化交易中心项目辣椒主
产区落地杨凌，该项目建设的辣椒数字化
交易中心将与相关商品交易中心合作，采
用物联网监测、期货仓单管理、供应链金
融等方式，打造一个辣椒储、供、销为一
体的数字平台。

建成后，年交易辣椒达 20 万吨，交
易额达30至35亿元，年纳税总额约4700
万元，亩均税收39万元，可解决约400人
的就业。“目前项目入区协议已签订，修
建性详细规划已经国土部门审核通过，场
地平整、围墙圈建已基本完成，天然气管
道已迁移，正在进行建设规划设计。”杨
陵区招商局副局长安海航说。

10 月 12 日，杨凌示范区投资环境暨
农高会推介会议（线上）在塞尔维亚农业
农村部举行，会议吸引了塞尔维亚、匈牙
利、马其顿、黑山等欧洲国家 20 余位企
业代表、农业专家等嘉宾参加，与塞尔维
亚2家企业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今年以来，示范区、杨陵区两级领导
多次带队赴河北、北京、山东、浙江、西
安、商洛等地拜访企业考察项目，开展

“走出去、请进来”活动100余次，持续加
大与央企、重点龙头企业洽谈对接力度。
先后引入了西北辣椒深加工数字化交易中
心、年产 2 万吨特色果蔬饮料深加工项
目、环亚国际商标智慧成衣工厂项目等亿

元投资项目。
深入项目一线调研指导，问进展、督

成效，定期赴项目现场调度进展。为确保
重点项目有质有效高标准推进，全区上下
聚焦投资、工期、质量三个关键，坚持各
级领导包抓责任制和“周调度、月分析、
季推进”工作机制，落实“四个一批”管
理要求，对照既定目标任务，明确时间节
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
早建成、早达效。

金秋时节，正是抢进度、赶工期的大
好时节，农科大地，处处涌动着抓项目、
促发展的热潮。记者从杨陵区了解到，目
前，杨凌本真有机农业种养循环产业示范
园区、陕西洁新洗悦中央智慧洗护工厂等
一批项目进展顺利，猪血蛋白提取、太秋
甜柿、林麝驯养繁育基地等项目相继建成
投用。截至目前，杨陵区 98 个重点项目
已开复工91个。

民生项目愈发“暖民心”

没有一种情感比温暖民心更动人。只

有把“关键小事”当作“民生大事”来
办，把“民生工程”变成“民心工程”，
才能让群众感受到真正的幸福感。

今年三季度，杨凌高干渠路完成升
级改造，正式实现全线贯通，杨凌北片
区的交通路网和市容环境得到完善、提
升，通行更加高效，也极大改善了城区
内涝问题。

投资250万元建设的社区食堂标准化
示范项目，采用了新建和改扩建相结合的
方式，建设五胡路中段、阳光社区服务中
心、邰城家园、东苑小区、永安家园小区
等 5 个标准化示范食堂，按照店铺形象、
食材原料、产品品质、服务标准“四统
一”的模式，为1000多名“一老一小”群
体搭建服务平台。“目前，5个标准化示范
食堂全面完成建设，均运营开业，可服务
辖区范围内近1000名居民方便就餐。”李
台街道人大工委主任陈创科说。

2024年度，全区共安排民生实事项目
10个，计划投资3.2亿元。截至目前，老
城区缓堵保畅、老城区道路提升、集中供
热补短板、社区食堂标准化示范等4个民

生项目已完成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困难群体救助保障体
系、农村燃气管道增容、基层卫生服务能
力提升、五星小学改扩建等6个项目顺利
推进，一个个民生项目的建设，让群众的
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产业发展“质”“效”双提升

“姜嫄村太秋甜柿一期种植基地建设
项目占地 51 亩，今年虽是第一年挂果，
但喜获丰收，产值大概是 70 多万元，整
个市场的销售也比较好，后续我们会按集
体经济的管理办法，至少拿出利润的20%
给群众分红。”姜嫄村党支部书记马战科
告诉记者。

“我们村的育苗和红薯种植面积大概
50亩左右，今年苗子销售产值大概300多
万元，经济效益还是不错的。”田西村党
支部书记田小雄说。

……
如今，一批发展前景好、辐射带动作

用强、市场竞争力大的特色农业产业正在
形成。

今年以来，全区上下集中力量补链强
链延链，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实现从抓生产到抓链条、从抓产品到抓产
业、从抓环节到抓体系转变，拓展了产业
增值增效空间。

今年全区秋粮预计收获 1.3 万亩，粮
食产量平稳增长，果蔬产品供应稳定；实
施了秦宝牧业智慧牧场、本晟农业种养循
环一体化等项目，畜牧养殖持续向好。上
半 年 ， 农 业 总 产 值 97927 万 元 ， 增 长
3.8% ； 农 业 增 加 值 61809 万 元 ， 增 长
3.9%，增速均位居全省第一。

项目建设势头劲，招大引强氛围浓。
一个个重大项目的招引与建设，加速转
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生产力，不断为
杨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提
供支撑。

杨凌：项目建设势头劲 招大引强后劲足
记者 行波

陕西省农作物种子繁育加工基地

助力杨凌加快建设旱区“种业硅谷”
陕西日报记者 王晨曦 杨凌融媒体中心记者 行波

10 月 15 日，记者在位于杨凌示范区
的陕西省农作物种子繁育加工基地项目
现场看到，种子库房、仓储筒拔地而
起，百余名工人正在紧张施工，一个个
重要节点工程正在加速推进。

陕西省农作物种子繁育加工基地项
目由陕西粮农集团所属杨凌秦丰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杨凌秦丰种
业”） 投资建设，是西北地区投资规模
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配套设施最齐
全的大型种业设施基础项目。

该项目去年3月底开工，建设内容包
括育种创新体系、良种繁育及加工仓储
体系、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发展体系、智
慧种业与智慧物流管理体系四大板块。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科研中心主
体建设、4座库房整体建设及功能配套设
施安装，种子加工机械安装进度已超
80%，仓储筒仓区域安装基本完工，目前
正在进行科研中心室内装修和室外管网
施工。项目计划年底前整体完工。”陕西
省农作物种子繁育加工基地项目办主任
韩辉说。

杨凌秦丰种业是依托陕西粮农集团

全产业链优势和杨凌示范区科教资源优
势，于 2021 年组建成立的全资国有现代
种业企业，主要经营小麦、玉米、油
菜、瓜菜、魔芋、中药材等农作物种业

“育繁推”一体化产品和业务。成立至
今，该公司带动粮食增产7.5亿公斤，目
前已在渭南、榆林以及陕南等地布局近
10 万亩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种子繁育基
地和配套生产加工中心，在省内外建成
23个订单种植示范基地。

记者了解到，陕西省农作物种子繁
育加工基地建成后，将拥有国内外先进
的育种试验设备生物育种实验室，着力
打造农业农村部生物育种重点实验室、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院士专家工作站
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可实现年生产各
类农作物种子 2800 余万公斤，推广面积
1170 余万亩，在增加产值的同时将助力
杨凌秦丰种业进一步完善种业产业链。

“该项目的实施，对加快杨凌旱区
‘种业硅谷’建设，加快我省农作物品种
选育、繁育、推广速度，促进我省乃至
黄淮麦区、黄淮海玉米区以及我国干旱
半干旱地区农业的发展，保障粮食安全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意
义。”杨凌秦丰种
业副总经理刘少勇
介绍，项目可以有
效 推 动 种 业 创 新
链 、 产 业 链 “ 双
链”融合，打好种
业翻身仗，进一步
增强陕西省种业创
新优势和种业自主
创新能力。

近年来，杨凌
示 范 区 聚 焦 旱 区

“种业硅谷”建设
目标，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扎实落
实“三个看杨凌”要求，以国家旱区种
业创新基地建设为抓手，搭平台、建机
制、聚要素、强示范，持续加强种质资
源保护利用。

第三十一届杨凌农高会将于 10 月 25
日开幕。杨凌将搭建交流平台，举行旱
区种业创新发展交流对接、种子展示交
易大市场等活动，届时省内外种业企业
主推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等将集中

“亮相”，全国各地的农业企业、专家等
将齐聚一堂交流，共同做好种业大文章。

随着陕西省农作物种子繁育加工基
地、良科种子研发中心等种业重点项目
加速推进，杨凌种业产业的聚集度将进
一步提升，形成龙头带动、结构完整、
特色鲜明的种业企业阵型，助力杨凌农
科城不断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快建
设种业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原载2024年10月17日《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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