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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全国小麦条锈病发病面

积降低 50.83%，每年挽回损失

40多亿斤。这背后，映照着杨凌

科研人员科技报国的情怀，离不

开他们掌握的世界领先的小麦

赤霉病和条锈病防治技术；

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

果博览会今年将迎来第三十

届。创办以来，博览会累计吸引

国内外上万家涉农企业和科教

单位参展。3000多万客商和群

众参展参会，既“传经”又“淘

宝”。

打量一项项农业科技进步

的背后，常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杨

凌元素。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以科

技助力全球粮食增产，杨凌人坚

韧不拔——

走进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

10多种大棚映入眼帘，棚高、材

质、用途各有不同。相同的是，

这些大棚都属节水型，棚外有集

雨窖，雨水经收集过滤后，可用

于作物灌溉。

这里还是上海合作组织农

业基地实训基地之一。“不少‘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发展受

到干旱缺水等因素制约，我们根

据其气候特点设计不同类型的

温室，开展线下培训、示范推

广。”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总规

划设计师邹志荣介绍。

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上指出：“中方

愿在陕西省设立上海合作组织

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加

强同地区国家现代农业领域合

作。”2020年 10月，该基地在杨

凌揭牌，平均每年开展线上线下

农业交流培训30余期。

“在与哈萨克斯坦合作共建

的农业科技示范园，我能感受到

他们对现代农业技术的渴求。”每

年春耕秋收时节，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教授张正茂常前往哈萨克斯

坦，在当地试种杨凌良种，推广现

代农业技术，“带动示范园区及周

边农场粮食增产20%以上。”

锚定农业现代化，孕育农科

新成果，杨凌人坚持不懈——

“地里的事儿，咱到地里

谈。”记不清多少次，宋协良一个

电话，不到一小时，示范区相关

部门干部就来到试验田，帮助协

调解决项目难题。“19个科研课

题，涉及田间管理、良种选育、智

慧农业等方面。我们要在典型

的旱地上示范良种良技良法，用

科技挖掘旱地农业增产潜力。”

宋协良说。

几年下来，宋协良的试验田

里搭建了农业物联网，配套了节

水灌溉设施，30多个农作物品种

在这里选育，建起种子仓储、加工

车间。他说：“建设农业强国，就

要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

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

强。将来在我们试验田，在杨凌

示范区，这些方面都能看得见。”

这也是杨凌人的心声：大国

农业需要什么，杨凌就干什么。

（据《人民日报》）

耕好现代农业“试验田”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纪实

（上接2版）
近年来，一个个苹果试验站从杨凌铺

设到黄土高原，培育“秦脆”等新品种10多

个，示范推广超过100万亩。通过与高校、

企业、当地政府合作，杨凌在全国建成农业

科技示范推广基地350个，既推广良种良

技，更聚焦培育发展特色主导产业。

“一个试验站，就是一个发展现代农业

产业的前沿基地。”杨凌示范区党工委副

书记何玲说，通过试验站示范带动，当地

持续做好“土特产”文章，开发乡土资源，

突出地域特色，推动产业振兴。

培养人才

做优培训、跟踪服务，就地培养爱农

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没想到，杨凌农民在外地受到那么高

的礼遇。”杨凌本地农民王艳告诉我们。

一次驾车去外省指导果农种火龙果，

看到果园拉起的“热烈欢迎杨凌专家”横

幅以及赶来的乡镇领导，王艳说：“当时自

己有些不好意思下车。”

专家称号，王艳其实当得起。她是高

级职业农民，还是火龙果种植大户。2008

年初，她返乡试种适宜南方地区种植的火

龙果，大获成功，并把种苗卖往全国，多数

还是西北干旱地区。

南果北种靠什么？

走进王艳经营的杨凌青皮她园火龙果

示范基地，大棚里一株株果树枝条细长，

根茎不粗，耗水少，都是耐旱品种。大棚

装上物联网，通过手机操控水肥光热等，

便能模拟出南方的温润气候。

“南果北种，看品种，看管理，关键靠

科技。”王艳感慨，试种头几年，果树干枯、

冻伤、病害，都遭遇过，很多原本可预防。

“比如冻伤，提前在风口搭草帘子，做好大

棚保温就能大大缓解。”王艳说。

2013年初，王艳报名参加杨凌职业农

民培训，到一些田间学校参观，看品种选

育、栽培技术，开了眼界，回家后立马照着

学。农业部门牵线，还给她介绍了杨凌职

业技术学院专家牛永浩。

王艳说，这些年基地培育的火龙果树

苗销往10多个省份，推广种植5万多亩，

“牛老师常年在我们基地选育品种，都是

耐旱型的，很受市场欢迎。”

树苗热卖，还得益于线上销售。直播

间设在基地，王艳讲栽培方法，还带着网

友“云参观”，看果树长势，用事实说话。

说到兴头时，切几个果子，晶莹透亮的果

肉，既印证树苗好，还捎带着卖果子。

2019年初，农业部门面向职业农民、

种植大户组织电商培训。王艳报名参加，

收获不小，“过去，我们带着树苗、果子线

下给客户推销，成本高，效率低。如今网

上带货，客户更多，去年靠卖树苗、果子，

纯收入超过400万元。”

政策好，人努力。2019年初，王艳获

评高级职业农民，种植基地也从起初的小

规模试种扩大到200亩。大棚扩建后，设

施配套、种苗选育，样样花钱。2020年 7

月，她向银行申请到300万元贷款，“按照

支持高级职业农民创业的政策，其中100

万元贷款额度免担保、免抵押，这可是真

金白银、雪中送炭。”王艳说。

“农业科技，要靠示范带动。我们做优

培训、跟踪服务，就地培养爱农业、懂技

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杨凌示范区

现代农业和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杜伟莉说，

杨凌持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200多人通

过初、中级资格认定，40余人通过高级资

格认定。

政策好，示范带动热情高。王艳每年

要自驾穿越10多个省份，行程超5000公

里，“线上卖树苗，线下教技术，我们每年

上门指导新客户，回访老客户，把新技术

送到千家万户。”王艳说。

国际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让杨凌连通世界，为

全球粮食增产贡献力量

盼了好几个月，等快收获时，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教授张正茂心里凉了半截：开春

时种下的小麦、油菜、大豆，苗长得不理

想，有的甚至没抽穗、没开花。

2017年7月，张正茂收到哈萨克斯坦

专家发来的引种试种失败的照片。就在

几个月前，他作为学校专家到那里，同对

方两所农业大学推进在当地共建农业科

技示范园的合作。

没过多久，张正茂便飞往哈萨克斯坦，

同当地专家分析原因，还到与中亚地区气

候、土壤条件等相似的我国西北部分地区

调研，筛选适合哈萨克斯坦推广的良种和

栽培技术。每到春播秋收，他和同事都要

多次往返杨凌与哈萨克斯坦，同合作专家

开展试验示范。

几年下来，边试种，边总结，张正茂对

示范园能种什么品种、怎么开展田间管理

了然于胸：当地日照长，作物生育期短，一

些作物要选晚熟品种；小型农机、节水灌

溉等要配套……

“我们在示范园试种良种，筛选优质本

地品种，还带去国内先进的小型农机具，

推广良种良技良法。”张正茂说。

示范推广带来效益。位于哈萨克斯

坦北哈州的一处示范园，试验示范小麦良

种，带动周边家庭农场种植，增产20%以

上。北哈州农场主鲍尔江是受益者之一。

过去，他家农场闲置地多，粮食产量低，销

路成问题。现在他按杨凌专家的方法试

种，地盘活了，产量增了，粮食由西安爱菊

粮油工业集团订单收购，收入也提高了。

依托科研示范，西安爱菊集团近年来

在位于北哈州的示范园周边150万亩的家

庭农场开展订单农业，去年带动当地农产

品销售约14万吨。张正茂和同事定期为集

团员工、周边农场主开展农技培训，产学研

融合，带动当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依托高校、企

业，近年来杨凌示范区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建成15个农业科技示范园，带动当地

增产，还增进了人员交流。

这两年，杨凌果蔬种植大户李海平的

设施大棚里多了位外国专家。来自巴基斯

坦的留学生金乐天，2022年9月博士研究

生毕业后一直在西农大从事博士后研究。

他常到李海平的大棚取土化验，指导他科

学施肥、改良土壤，两人成了好朋友。“去年

春节，他就在我家过的。”李海平说。

金乐天这几年走访了杨凌在黄土高原

的多个农业试验站，对中国农业科技进步

感受更加真切。李海平则获评高级职业

农民，还定期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

交流培训示范基地组织的线上培训，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技人员、专家、种

植户授课，主讲适合在中亚、西亚干旱地

区推广的设施大棚管理、节水技术。

2020年10月，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重

要倡议，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

示范基地在杨凌揭牌。此后，平均每年开

展线上线下农业交流培训30余期，张正茂、

金乐天、李海平、王艳都曾参与授课。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这些年来

杨凌参观的外国专家多了，来西农大深造

的留学生多了，‘一带一路’建设让杨凌连

通世界，为全球粮食增产贡献力量。”张正

茂说。

（据《人民日报》）

行走杨凌，惊叹于一项项科技成果，

更为背后的故事感动。

88岁的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研究员、小麦

育种专家赵瑜，在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

大学）毕业后放弃留校任教的机会，60多年

来吃住在陕西扶风县豆村农场试验基地，只

因他深信“搞育种离不开土地和农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农业与

科技融合，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科研人员

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农民用最好的

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行走杨凌，对这句话的理解更加深刻。

说起杨凌小麦育种史，赵瑜语带自

豪：上世纪全国六大小麦品种换代，4个

出自杨凌，其中“碧玛一号”等品种累计

推广超过 4 亿亩，极大地提高了小麦产

量，“那时育种追求的是高产，现在追求

的是优质，老百姓要吃饱，更要吃好。”

为培育高产优质农业种质资源，杨凌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近年成立种业创

新中心，下设5个专家工作室，与17家高校

院所、35家企业开展合作，年培育作物新品

种20余项，推广超过5000万亩。赵瑜前年

受聘为杨凌种业创新中心小麦工作站专

家，承接中心高产优质小麦品种培育课

题。课题研发学校提供多学科团队支持，

种业创新中心提供科研经费，企业负责示

范推广、成果转化，政企研协同攻关。

从主攻高产到培育建立高产优质农业

种质资源，杨凌的实践告诉我们：把论文写

在大地上，需要坚持坚守。要始终紧盯国

家发展需求，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把科技成

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从专家团队单兵作战到政企研携

手，杨凌的探索告诉我们：把论文写在大

地上，需要求新求变。要不断完善农业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整合各级各类优势

科研资源，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

度竞争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我们期待更多

这样的坚持坚守、求新求变，期待更多好

技术、新成果，种出最好的中国粮。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孙 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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