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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杨凌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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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是一个城市的活力

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杨凌示范

区创新创业改革交出了满意答卷。

2018年、2020年“双创”工

作分别受到国务院表彰。在创新

创业发展的大潮中，能够抓住机

遇，根本原因在于杨凌示范区在

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区校融合等

方面持续深耕，培植其雄厚实力。

搭建平台，培育“土壤地力”

地力的肥瘦，决定着杨凌示

范区这片创新热土的活力。作为

农科城，从来不缺创新决心、创新

资源这类“有机肥”，但如何将其

聚合、对接、转化成“营养”，精准地

输送给科技企业等“创新种子”，

成为杨凌主政者思考的命题。

搭建平台、构建纽带，成为

命题的解法之一。近年来，杨凌

示范区聚焦产业发展，产业结构

不断优化升级，以全力打造陕西

省涉农工业战略高地为目标，加

快培育现代种业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积极打造生物医药、农产

品加工、涉农装备制造等三大工

业主导产业集群。

明确种业优先发展战略定

位，规划建设杨凌种子产业园，

目前已入驻种业及其相关企业

87家。其中，集聚了先正达、登

海、大华等国内外种业龙头企

业，省级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

达14家，荣华、鸿源入选全国十

强油菜种业企业。

2012年以来，杨凌示范区审

定登记动植物新品种超过500

个，种子年交易额约8亿元，占陕

西省年交易量的近二分之一，越

来越多“沉睡”在实验室内的“硬

核”成果转化为市场“爆款”产品。

不仅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

杨凌正助力当地众多的创新“小树

苗”向“参天大树”成长转变。目

前，入区生物医药企业近百家，步

长制药、济川药业等上市药企在区

内陆续布局，嘉禾药业成为全国最

大的植物提取物生产企业，医药产

业聚集度居陕西省前列。

不只外部营养供给，在杨凌

示范区这片创新热

土上，共同构建的内

在互补生态产业链

也 进 入 了 良 性 循

环。其中，建成了农

产品加工百亿级产

业集群，聚集了圣妃

乳业、本香农业等60

余家规模化食品企

业，形成了以果汁加

工、乳品饮料、肉制

品加工、蔬菜精深加

工为主的产业发展

格局。

伴随产业链的

完善，相关企业形成了产业链合

作，进而“滋养”企业在科技创新

领域不断投入，壮大整个产业生

态圈。

区校融合，创新高地
与人才高地初步形成

深化区校融合作为发展的

“大动脉”，杨凌示范区通过多项

创新服务和措施向这条“生命

线”输送营养。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增省部

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28个，获得

省部级以上科学技术奖励161

项，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农业板

块，累计技术合同交易额达13亿

元，品种权交易额达2.37亿元，年

示范推广面积超1亿亩，推广效

益达235亿元，面向旱区培训农

民超过44万人次……透过这一

组组数据，直观展示出杨凌在区

校融合中作为院地资源对接纽带

的成效。

特别是在作物遗传育种、小

麦条锈病防控、反刍动物遗传进

化、苹果抗逆生物学等方面取得

突破性进展。目前，杨凌现有农

业科教人才7000多名，两院院士

4人，双聘院士11人，国家级领军

人才93人，地方级领军人才197

人。成立的种业、果业、畜牧等6

个产业创新中心，集聚了12名院

士、100多名科研骨干人才，构建

了“院士+技术委员会+专家工作

室”的高层次人才体系。

建立完善的六种农业科技

推广模式，持续提升示范推广质

效，在黄淮海、长江流域和西北

旱区举办杨凌小麦、玉米、油菜

新品种观摩会，展示优良品种

200多个。2021 年实现示范推

广面积1亿亩、效益235亿元。

实施农业科技小巨人企业

培育计划，通过整合科技资源和

一系列政策措施，构建科技企业

“微成长、小升高、高壮大”的梯

次培育机制。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从 2012 年的 14 家增加到

2021年的69家，新增陕西省瞪

羚企业和潜在瞪羚企业 4 家。

美畅新材料公司成为陕西省首

家“独角兽”企业，并在深交所创

业板成功上市。

值得一提的是，杨凌示范区

将示范推广与科技扶贫紧密结

合，科技示范基地遍布陕西所有

国定贫困县，遍及秦巴山区、西

藏等7个全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

地区，为全国、全省打赢脱贫攻

坚战贡献了“杨凌力量”。

“双创”升级，垒起经济新坐标

2018 年、2020年“双创”工

作两次受到国务院表彰。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通过大

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成立国家双创示范基

地建设领导小组，聚焦现

代农业、农业科技服务、

“互联网+农业”等领域，

通过政策扶持、基地支

撑、优化服务、区校协同、国际合

作等途径，全面激发农业科技人

员、大学生和职业农民等重点人

群的创新创业热情。

党的十八大以来，杨凌示范

区创新指数持续提升。支持科技

人员创新创业，孵化了海斯夫、龙

翔科技等一批科技人员领办创办

的省级瞪羚企业；培育职业农民

创新创业，区内已有300余名农

民通过自主创业当上了“老板”，

并带动6000多人实现就业。

目前，杨凌示范区发挥平台

载体助推双创的独特作用，将省

部科研平台纳入示范区技术创

业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孵化技术

创业资源共享平台22个，获批

建设国家级科技孵化器1家、众

创空间4家、星创天地3家，获批

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杨凌

分中心，陆续建成众创空间、创

业工场、职业农民创业园、返乡

农民创新创业孵化园等60多万

平方米创业孵化基地。

“十四五”期间，杨凌示范区

将坚持“核心示范、带动旱区、服

务全国”的定位，锚定全面实现

“三区三高地”目标，按照“以农

业科技现代化推动农业现代化”

的新范式，以农业科技创新为动

力，以农业科技示范推广为路

径，以内外开放合作为格局，以

农业特色产业为方向，以机制体

制改革为保障的发展战略，奋力

建设农业科技现代化改革创新

先行区，以昂扬斗志和实干实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摘要：2012年以来审定登

记动植物新品种超过 500 个。

种子年交易额约 8 亿元，占陕

西省年交易量的近二分之一；

新增省部级以上科技创

新平台28个，取得了一批重要

科技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科

学技术奖励 161 项，其中国家

级18项；

国 家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从

2012 年的 14 家增加到 2021 年

的69家，新增陕西省瞪羚企业

和潜在瞪羚企业4家……

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科

技创新工作助力杨凌示范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众多缩影之

一。如今，科技创新之火已成

燎原之势，创新驱动成为杨凌

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7月 29日，《陕西新闻

联播》以《杨凌：硬核科技破

解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

难题 助推陕西绿色版图不

断扩大》为题，聚焦杨凌示

范区硬核科技助推黄土高

原披上“绿装”、打造出一个

个生态修复和绿色发展的

样板。报道如下：

杨凌示范区成立25年以

来，始终牢记国家使命，坚守

服务“三

农”初心，

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

念，加强

科技创新

和示范推

广，着力破解黄土高原生态环

境建设难题，助推陕西绿色版

图向北推移400公里。

7月的陕北，处处盈盈

绿绿，生机盎然。俯瞰延安

市安塞区纸坊沟，山峦层叠、

绿树成荫。谁能想到，多年

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

为了破解黄土高原生

态环境建设这一世界难题，

上世纪70年代开始，来自杨

凌的水土保持相关科研人

员接续来到了安塞，在纸坊

沟通过科学实验、技术示

范，引导农民退耕还林恢复

植被生态、种植新品种作

物，提高农民收入。

经过长期治理，纸坊沟实

现了从森林绝迹到森林覆盖

度80%以上的巨大转变，人均

纯收入超过了8000元。纸坊

沟生态治理模式也为延安水

土保持生态修复提供了可供

学习借鉴的发展样板。

这两天，国家节水灌溉

杨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

主任高晓东正在榆林市米

脂县高西沟村山地果园查

看节水技术系统运行情况，

解决当地山地果园缺水的

产业发展难题。

米脂县的高西沟村总面

积4平方公里，90%以上耕

地坡度都在20度左右。数

十年来，在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米脂试验站专家指导下，

高西沟村在山上缓坡修建梯

田，沟里淤地打造坝堰，高山

远地种植树木，近山阳坡修

建果园，荒坡陡坬种植牧草，

塌崖烂畔种植柠条，探索出

了一条沟、坡、梁、峁、岔、山、

水、田、林、路的综合生态治

理、绿色发展之路。

截至目前，杨凌示范区

科研院所已在省内外不同

地区建立了10个水土保持

野外试验站。从水土保持

到植树造林，从生态保护到

富农兴产，来自杨凌的硬核

科技助推黄土高原披上“绿

装”、打造出一个个生态修

复和绿色发展的样板。

（据起点新闻客户端）

杨凌：硬核科技破解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难题
助推陕西绿色版图不断扩大

陕西杨凌：创新驱动 结出农业科技“硕果”
全媒体记者 吉 燕 李煜强

《杨凌力量》
为传播好新时代的杨凌声音，讲述好新征

程上的杨凌故事，近日，杨凌示范区党工委宣传

部、杨凌农科传媒集团精心组织策划，推出庆祝

杨凌示范区成立25周年系列纪录片《杨凌力量》

（扫码阅享视频），全面展示杨凌25年来的发展

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向区内、区外展示一个

全新的农科新城，并致敬每一位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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