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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
览会上，来自斯里兰卡的杰瑞在不同企业
的展台间往来穿梭，不时掏出手机与新结
交的朋友互加微信。

去年，杰瑞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
验区营口片区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全年贸易
额达2000万美元。今年，他来到上合组织农
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所在地杨凌。

在杨凌农高会上，杰瑞看中了多款农用
无人机，计划将其进口到斯里兰卡。“中国
农业的发展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很有启发，这
些产品也是我们国内所急需的。”他说。

作为中国首个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有“农科城”之称的杨凌正在
成为国际农业交流合作的新高地。特别是
自2019年中国在杨凌设立上合组织农业技
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以来，这里始终围绕
交流培训、示范、贸易和产业合作等四项
重点任务开展工作。

据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
地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马静介绍，截至目
前，基地已开展农业技术援外培训、专项
培训等120余期，为上合组织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培训农业官员、技术人员 2400 多
名，组织 300 多名官员参加减贫专项培
训，4.2万人次在线学习。

“此外，基地在上合组织国家建成 10
个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完成110多个优良
作物品种的品比试验和高效栽培技术集成
与示范，农业技术累计辐射面积达200多
万公顷。”马静说。

坐落于杨凌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21
年牵头成立上合组织国家农学高校联盟，目
前已有8个上合组织国家的21所大学加入。
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建成丝路联盟人才培养基地4个。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张东最近频繁
在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间穿梭，为吉
尔吉斯斯坦的苹果园育苗工作忙碌。“未

来，中国苹果会走进更多吉尔吉斯斯坦民
众的生活。”他说。

通过采用张东研发的无性繁殖技术培
育的砧木，配套上促发枝等一系列管理技
术，这些苹果苗木与以往栽植六至七年后
挂果的“亲戚们”显著不同。它们在栽植
后的第二年就能挂果，第四年就进入丰产
期，亩产量超过7000斤。

2016年以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中
亚和白俄罗斯等地建立了8个海外农业科技
示范园，推广旱区农业领域研究的新成果。

在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示范园，小
麦品种较当地品种增产超过20%；在乌兹
别克斯坦示范园，学校研发的智能水肥一
体化灌溉设备已投入使用，使作物产量提
高30%以上，节水率高达50%。

日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旱区节水农
业研究院发布了《中国粮食生产水足迹与
区域虚拟水流动报告（1997-2023）》。

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赵兵说，报
告中提出的粮食与水问题的解决思路，为

世界其他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和地区提供
了借鉴。希望中方相关研究机构和组织更
多地参与到全球粮食与水资源的相关议题
中，为世界提供更多、更好的解决方案。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
持续扩大，有着“农业奥林匹克”之称的
杨凌农高会对国外农人的吸引力与日俱增。

本届农高会室内展设置了国际农业交流
合作展，还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设立了海
外展。来自法国、荷兰等49个国家共1800
余家企业参展，上合组织10个成员国、14个
对话伙伴国和2个观察员国共26个国家首次
全部参展。

吉尔吉斯斯坦客商法蒂玛首次参加杨凌
农高会，她带来了家乡产的多种蜂蜜产品。
法蒂玛说，她所在的公司在广州设有销售网
点，产品热销北京、大连、青岛等地。

此次来到杨凌，法蒂玛准备借机对陕西
市场情况进行一番调研。“中国人口众多，
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市场空间非常广阔，我
很看好中国市场。”她说。（来源：新华社）

中国“农科城”为上合组织国家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智慧方案
今年农高会期间，刘

镇 作 为 中 国 好 苹 果 大 赛
（2024） 总决赛承办方企业
负责人，他全程参与了该
项赛事的每个细节。

10月25日—29日，以
“新质生产力、农业新未
来”为主题的第三十一届
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
果博览会在杨凌举办，全
国各地参展企业、参会群
众接踵而至，参加属于他
们的盛会。

从 2007 年以企业身份
第一次参加农高会算起，
刘镇参加了17届，作为陕
西果业界的“苹果达人”，
连续赞助了 8 届中国好苹
果赛事。

全国约 3000 万亩苹果
面积，富士占到了七成。

“早些年农高会上展出的苹
果多数是‘清一色’的富
士系列，单一的局面让红
富士一度成了苹果的代名
词。”刘镇暗下决心在农高
会上寻找有与之抗衡的国
产苹果品种。

刘镇说，为避免消费者过度依赖富士
苹果，2017 年开始赞助全国好苹果大赛，
到后来农高会好苹果博览会，再到今年承
办中国好苹果总决赛，旨在挖掘除富士以
外的苹果新品种。

2020年农高会上，刘镇相中了国产苹
果新优品种“瑞香红”，当年以1100万元
价格取得了独家苗木生产经营权。这是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赵正阳教授历经20年培育
的苹果品种，一度刷新了当年全国苹果新
品种转化价格纪录。

今年的中国好苹果大赛 （2024） 总决
赛上，瑞香红这个苹果新品种因其色泽艳
丽、果形高桩、香甜可口、极耐贮藏的突
出特性获得参会者的连连赞誉。

对于刘镇来说，农高会上要关注的不
只是品种，还有技术和理念。“好品种咋
能长出好苹果？一靠新品种、二靠新技
术，三靠新果农。”刘镇掰着手指一一道
来，“推广矮化密植、搞培训、上滴灌，
搭建防雹网……成套技术理念让我们的苹
果品质上了新台阶。”

这几年，刘镇通过在千阳县探索形成
的“三新”共富模式，累计全国推广“瑞
香红”苹果种植面积达8万余亩，亩效益
是传统品种果园的1倍以上。

不过，刘镇还不满足于此。智能植
保、智能灌溉、智能分选，农业机器人等
设备也是刘镇今年最为关注的。在本届农
高会农业智能装备专题展，一款款农业智
能装备闯入他视线。现场技术人员介绍：

“它的雾滴很细，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对
比人工，它作业效率更高，喷洒更精准有
效，药雾弥散，所有叶片、果实都可均匀
着药。”

“这不就和我想象的一样嘛！”刘镇一
下子兴奋起来，“如能将这些设备引进自
己果园，这不就是未来农业的样子嘛。”

杨凌是我国首个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在此举办的农高会，31年来
累计吸引来自全国34个省 （区、市） 的3
万余家涉农企业参展，3400多万客商和群
众参展参会。

本届农高会上，像刘镇这样的参展企
业共有1800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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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农业领域的合作
源远流长。此次推介会的举行，为双方企
业开展交流合作搭建了良好平台，促进双
方进一步增进了解、开展合作。希望双方
抢抓机遇，进一步扩大在农业、食品等领
域的合作，把我们的合作推向一个新的高
度，实现互利共赢。”巴基斯坦驻华大使
卡里尔·哈什米说。

第31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
览会上，中巴农业企业专场推介会吸引了
10 多家企业代表以及政府官员参加。交
流、合作、互惠、共赢、机遇、发展，成
为此次推介会上的高频词，中巴企业表达
了强烈的合作意愿。

此次巴基斯坦组织了高规格的政府代
表团参加农高会。在上合组织国家农业专
题展中，设置了巴基斯坦国家馆，会期举
办巴基斯坦国家馆开馆仪式。展区共有11
家参展企业，主要展示巴基斯坦农业发展
情况、中巴农业合作成果以及巴基斯坦农
产品、工艺品等，旨在促进中巴贸易合作。

中亚非经贸合作促进办公室主任、乌
卡布集团CEO郝月娇是本次专场推介会的
重要嘉宾，她说：“巴基斯坦的碎米可以
作为米粉原料，品质很好，双方合作互补
性强。希望能与更多的中国企业寻求合
作，让其先进的技术在巴基斯坦的农业领
域发挥作用，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升级版
贡献农业科技力量。”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持续推进，早在2012年，郝月娇与合作伙
伴就在巴基斯坦成立乌卡布集团，多年来
一直持续推动两国农业在互补合作领域共
享商机、共同发展。

第31届杨凌农高会巴基斯坦国家馆，
特别邀请了武汉庆发禾盛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参展。该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油菜品
种，是首个在巴基斯坦成功注册的外国油
菜品种。目前已在巴基斯坦推广种植60万
亩，今年收获优质油菜籽约13万吨。推介
会上，武汉庆发禾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出
口与商务经理王鹏说：“我们想和中国的更
多企业一道，把好种子、好技术分享给巴
基斯坦的企业，加大技术领域合作，实现
互惠共赢。”

“今年，我们依托上合组织农业基地
的平台优势，把咸恒青砧苗木种植到了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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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苹果树苗长
势良好。”陕西照金咸恒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市场部主管梁雨新说：“欢迎巴基斯坦
企业和我们合作洽谈，共谋发展。”

“借助今天这个机会，我们期待与大
蒜出口商携手，向中亚出口大蒜、蒜片、
墨蒜等产品，同时寻求有实力的进口合作
商，向中国进口辣椒、绿豆、芝麻等农产
品。”杨凌佐佑逢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国蕾推介说。

“我们公司研制的用于沙地和盐碱地
土壤改良的防水沙和保水剂，在国内推广
使用后效果很不错，还登上了 《人民日
报》。”西安湄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
际市场营销主管王雅哲说：“希望能与巴
基斯坦的政府和企业合作，让这一成果在
巴基斯坦开花结果。”

现场推介环节，参会的企业代表如数
家珍，对其合作的领域和优势进行了重点

推介。
在自由交流洽谈环节，中巴企业互抛

“绣球”。
“参加今天的推介会，我感到不虚此

行。”国机海南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戴
宝表达了强烈的合作意愿。“杨凌正禾农
业公司的油料花生种植推广项目，我们可
以进行深入交流；我们计划在中东地区启
动沙漠农业技术，西安湄南生物公司的保
水剂非常好，我们可以进行洽谈；和杨凌
佐佑逢源公司的业务合作，我们可以考虑
订单种植辣椒、大蒜、生姜等。”戴宝说。

“我们可以进行详谈，找到合作的契合
点，为推动中巴农业合作发展而不懈努
力。”现场企业负责人予以热情积极的回应。

现场交流气氛热烈，原本两个小时的推
介会，延长到了三个多小时。大家久久不愿
离去，面对面的详细交谈，建微信群，寻求
进一步合作的方式和机遇。

巴基斯坦商务参赞古兰木·卡迪尔表
示，欢迎更多的中国企业来巴基斯坦投资
兴业，帮助巴基斯坦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杨凌示范区是上合组织农业基地所在
地，依托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建设，杨凌示
范区与巴基斯坦的多个机构建立了良好合
作关系。

农业是中国和巴基斯坦深化合作的重
要领域。近年来，巴基斯坦农产品对华出
口不断增长，尤其是大米、芝麻、芒果和
坚果等优质农产品受到中国消费者青睐。
种业、农机等中国农业技术产业在巴基斯
坦快速推广，为当地种植户实现增收，收
获广泛好评。

中巴共探农业合作新机遇
记者 唐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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