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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杨凌焦

2022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
特别报道

“我的很多学生来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我希望他们把来自杨凌、

来自中国的技术带回家乡，让中国之

‘种’生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非洲

研究中心主任海江波8月5日向记者

表示。

杨凌是华夏农耕文明的重要发

祥地，而今，杨凌是中国重要的农业

科研教育基地之一，被誉为中国的

“农科城”。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

推进，杨凌以其科技与人才优势逐渐

成为国际农业合作的平台。

记者在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

“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

基地实训基地——杨凌智慧农业示

范园看到，一间间按照上合组织国家

气候特点设计的智能温室里，不同的

植物被精准“呵护”，果蔬和花卉的新

品种数量繁多。同时，基地内的智慧

农业云管控系统、环境智能控制系统

等科技元素早已“渗

入”农业生产当中。

上合组织农业技

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

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陈

龙表示，该区依托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发起

成立了丝绸之路农业

教育科技创新联盟，

吸引18个国家的95

所科教机构和企业加

盟。并先后在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

等国家建立15座农业科技示范园，

为中国深化农业领域国际合作交流

提供了丰富载体。

近年来，杨凌先后与全球60多

个国家在现代农业领域建立了合作

关系，建成中美水土保持与环境保护

研究中心、中巴(巴基斯坦)农业生物

资源研究中心等13个国际科技合作

平台，进一步畅通了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及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渠

道。同时也为现代农业发展贡献了

诸多“良种”。

据介绍，来自杨凌的前沿农业技

术为全球粮食安全提供了“中国方

案”。例如，小麦条锈病研究成果被

誉为“国际小麦条锈病防治的模板”，

先后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实施

推广，年均挽回小麦损失20亿公斤。

“在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那

里迫切需求动植物检验检疫的技术，

以及人才、专家和专业培训。”海江波

表示，通过合作与交流，他们(“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农业技术、农

业标准十分赞同和认可，并认为中国

的文化与发展经验值得借鉴。

（据中新网）

8月4日，2022“一带一路”

媒体合作论坛采访调研行走进

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中部的杨

凌示范区。这里是我国农业对

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拥有全国唯

一的农业特色自贸试验区、综合

保税区，是中国四大科技展会之

一“农高会”的举办地，上合组织

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所

在地。

杨凌示范区成立以来，高质

量建设“一带一路”现代农业国

际合作中心、上海合作组织农业

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中非现

代农业技术交流示范和培训联

合中心，全面扩大农业领域国际

合作交流，为国家农业国际合作

战略布局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全

球旱区农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杨凌力量。

杨凌示范区不仅建成了一

批国际合作交流平台，还成立

丝绸之路葡萄酒科技创新联盟

和国际联合苹果研究中心，每

年定期举办国际葡萄与葡萄酒

大会、世界苹果大会、小麦丰收

节、奶山羊产业发展大会等行

业盛会，为传播中国农业技术、

推介农业品牌提供了重要平

台。陕西苹果、猕猴桃、杨凌无

花果、秦川牛肉、李华葡萄酒等

在国际上产生品牌效应。农业

科技示范推广实效进一步提

升，为全球粮食安全贡献“中国

方案”，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示范“中国技术”，给发展中国

家提供了“中国经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非洲研

究中心主任海江波介绍：“我

们有 69 位专家先后到了非洲

的不同国家，带着我们的技术

去。我是 26 次，到过非洲的

12 个国家。我相信我们的技

术会在非洲落地生根，为国

家、为杨凌示范区的国际合作

做出一份贡献，为国际合作战

略发挥作用。”

2020 年 10 月 22 日，上海

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

范基地在陕西杨凌正式揭牌。

几年来，以“强机制、建平台、做

示范、促合作”为主线，基地建

设实现了从单边倡议到国际共

识、从美好愿景到破茧成蝶的

重大转变。

目前，基地建设已形成“中

央决策、省部共建、多方聚力、杨

凌探索”的良好工作机制。2022

年6月8日，在农业农村部、外交

部、上合组织秘书处的支持下，

基地成功筹办了第12届金砖国

家农业部长会议，并将于9月举

办上合组织农业博览会。

上合组织国家农产品贸易

服务平台全面建成，杨凌综合保

税区（一期）正式通过海关总署

验收。乌兹别克斯坦现代农业

科技产业园、中哈农业创新园等

境外园区推广种植面积 3200

亩，完成小麦、玉米、大豆、油菜、

蔬菜等13大类110多个优良品

种的品比试验和高效栽培技术

集成与示范。同时，依托综合保

税区引进了食品保税加工、合成

医药提取加工等项目，推动陕西

苹果、茶叶搭载中欧班列远销乌

兹别克斯坦，招引京东商城俄罗

斯国家馆落地杨凌，进口商品热

销全国。 （据央视网）

7月21日，杨凌育种工作传

来喜讯——由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选育的6个小麦新品种通过国

审。杨凌小麦育种历史悠久、育

种技术领先、科研资源丰厚、产

业优势集聚。多年来，在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等科研单位及多家

育种企业的努力下，杨凌在小麦

良种选育、良技集成等方面卓有

成效。

近年来，杨凌为保障粮食安

全和现代农业发展贡献众多“良

种良技”——“西农511”“伟隆

169”等小麦新品种以其良好的

综合性状表现深受好评，推广面

积持续增加；一批功能性小麦新

品种及小麦高效生产技术广泛

应用。

“今年，合作社种植‘西农

511’小麦新品种290亩。该品种

非常不错，抗病、抗旱、抗倒伏等

特征明显，产量稳定，特别适应规

模化生产。下一季，我们准备扩

大‘西农511’小麦新品种种植面

积。”武功县金沙河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工作人员孙凯介绍。

“西农511”小麦新品种由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吉万全教授团队

选育而成，于2018年通过国审。

该品种品质指标达到国家优质强

筋小麦标准，亩产达550公斤至

600公斤；抗条锈病和赤霉病优

势突出，抗倒春寒能力强，抗倒伏

性能较好。2021年，据农业农村

部统计，“西农511”小麦新品种

在陕西、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累

计推广超过1300万亩。

育种企业也在小麦新品种

选育工作中发挥作用。由陕西

杨凌伟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选

育的“伟隆169”小麦新品种在

2020年通过国审，该小麦品种

丰产性好、品质优，在陕西、河

南、安徽、江苏、湖北累计推广面

积达1000万亩。

“‘伟隆169’小麦新品种平

均亩产达600公斤，比普通品种

亩产至少超出 50公斤。‘伟隆

169’小麦为企业生产优质面粉

提供优质原粮，深受面粉加工企

业欢迎。”陕西杨凌伟隆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永林说。

今年夏收季，种粮大户连片种植

的“伟隆169”小麦很快被粮食加

工企业抢购一空。

吉万全认为，小麦新品种选

育目标要从高产、优质向绿色转

变。在保证小麦高产、优质等特

性的基础上，要根据不同市场需

求开展育种研究，让小麦新品种

充分发挥优势；要重视节水节肥

小麦新品种选育，助推规模经营、

降低生产成本并减少环境污染；

要培育能够抵抗多种病害的小麦

新品种，有效减少农药使用。

在常规小麦新品种之外，一

批具有特殊作用的小麦新品种

也在不断选育中，彩色小麦就是

其中的一种。近年来，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农学院成立“彩色小麦

功能农业研究课题组”，开展彩

色小麦新品种选育。据了解，彩

色小麦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

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具有很高的

营养价值，发展前景广阔。

课题组研究员何一哲告诉

记者：“彩色小麦是对人们目前

食物结构的补充，能够让人们的

膳食结构更加均衡。目前，课题

组和多家涉农企业建立合作关

系，形成彩色小麦生产、加工、销

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已开发

麦片、锅巴、饼干、面包等相关食

品。同时，多个彩色小麦新品种

已引种到各地示范种植。”

对于糖尿病和肥胖症人群来

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李学军教

授团队选育的“西农836”小麦新

品种是一个福音。长期以来，李

学军教授团队在小麦高产抗病优

质强筋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

高直链淀粉含量，以此延长消化

和吸收时间，使血糖反应程度减

弱，对维持餐后低血糖和控制肥

胖效果显著。下一步，团队将推

动“西农836”小麦新品种全产业

链研发及应用，包括种子标准化

生产、面粉加工、食品生产等。

与此同时，一批技术也在小

麦种植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在小麦生产中，部分免

耕播种机具整地粗放、耕层过

浅，严重影响产量和种粮收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王东教授团

队与山东农业大学等单位通过

农艺农机融合研制的小麦联合

精密耕播机，一次进地可完成旋

耕整地、分层施肥、精密布种等

工序。多年多点生产实践证明，

小麦联合精密耕播机械技术和

传统耕作播种技术相比，化肥投

入减少30%，籽粒产量增加20%

左右，水分和养分利用效率提高

25%以上，经济、社会和生态效

益显著。 （据《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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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智慧”播种“一带一路”
拓宽国际农业合作新路径

杨凌：用良种良技保障粮食安全

上合组织现代农业交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