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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百川共“杨”帆
（上接1版）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

示，农业是巴基斯坦的经济支柱和重

要外汇来源，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深

化农业技术合作，为巴基斯坦农业发

展带来新的机遇。

不仅如此，“双区联动”再现对外

开放新局面。2022年8月24日，位

于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杨凌

片区的杨凌综合保税区正式封关运

行。双区叠加，全面促进上合组织国

家间的经贸往来与合作，形成对外交

流、产业聚集的全面扩容新局面，助

力杨凌驶上对外开放的“快车道”。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

持续扩大，杨凌农高会已吸引来自

50多个国家的企业参展参会。在会

上举办的各类机制性活动，推动了杨

凌与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农业

交流合作关系，与20多个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签订农业合作协议，国际

农业合作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26年来，杨凌示范区深度融入

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以创新现代

农业国际交流合作机制为目标，以上

合组织农业基地和“双区”建设为抓

手，不断彰显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窗口

效应，持续带动农业合作、交流培训

的前进热潮。

“迎进来”“走出去”
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

“此次前往北哈萨克斯坦大学交

流学习，想了解他们向日葵种植和产

业链发展情况，学成后回到家乡新

疆，做油料作物国际贸易。”近日，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陈晓琴正在北

哈萨克斯坦大学进行海外实践交流

学习。

而同样，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

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

马拉提则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把哈

萨克斯坦的高品质牛羊肉出口中

国。他说，这样的互动交流无疑是架

起了两国之间友谊的桥梁。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坚持“引进

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在乌兹别

克斯坦塔什干州乌塔伊奇客地区，建

设中乌节水农业海外示范园；在塔吉

克斯坦，建设中泰塔吉克斯坦农业纺

织产业园；引进俄罗斯的椴树蜜、酸

黄瓜，吉尔吉斯斯坦的葱头、葡萄，巴

基斯坦的草莓、松子……在高频次的

对外合作中，展现了世界格局中的

“农科新城”。

在这场浩浩荡荡的对外开放大

潮中，杨凌示范区积极引导企业拉手

“世界”，与更多海外国家与企业携手

合作，实现多赢共赢。像杨凌国合公

司、西安爱菊、知君菌业、秦川节水等

企业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老挝等国家，在经贸

合作、温室技术、牧草繁育、节水灌溉

等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此外，杨凌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

干和俄罗斯圣彼得堡建成2个中国

（陕西）商品展示交易中心，俄罗斯联

邦总商会、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商品原

料交易所等 4 家经贸机构入驻杨

凌。上合组织国家农产品，比如面

粉、葵花油、饲料原粮等商品引入国

内市场，陕西苹果、茶叶、智能农机装

备等30多种特色产品搭乘中欧班列

远销上合组织国家。

一次次的“双向奔赴”绝不仅仅

靠的是“打感情牌”，这是杨凌致力于

搭建新平台、开辟新渠道，为上合组

织国家农业贸易与投资合作牵线搭

桥的种种努力，其不断释放出供给优

势，激发出更多互利共赢的机遇。今

年1-5月份，杨凌外贸总额4.53亿

元，同比增长17.2%。

“做培训”“促合作”
协同发展溢出共赢效应

5月16日，上合组织农业基地迎

来首批线下学员，来自12个国家41

名学员参加培训。人才的培养、互动

和往来，一直是杨凌示范区与上合组

织国家间合作交流最关键的一环。

据统计，杨凌近年来开展国际

农业技术培训33期，1100多名农业

领域官员参加培训，7000多名农技

人员、农场主和高素质农民在线学

习交流。一场场培训课程，在上合

组织国家学生看来是受益匪浅的，

他们认为，杨凌是农业科技“取经”

的好去处。

“我很喜欢中国的农业经济发

展课程，对我们发展农业经济很有

启发。”“培训内容丰富，实用性很

强，提供了很多中国农业生产的先

进经验，这些对我们很有用。”……

每当培训结束，学员们都纷纷感慨，

“期待同中国开展更多农业合作，惠

及更多人民。”

专 业 培

训，让当地农

科人才不断涌

现；技术示范，

让农业合作走

深走实。

在杨凌，

有一批为“三

农”事业奔波

的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教授，他们常常往返于中国

和上合组织国家之间，为当地农业提

供相关技术援助。

作为第一批承担示范园建设任

务的专家之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

授张正茂从接手建设中哈农业科技

示范园到现在，已往返中哈两国之间

20多次。他们在哈萨克斯坦完成了

13大类115个优良农作物品种的品

种比较试验和高效栽培技术集成与

示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朱德兰

及其团队研发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灌

溉设备，则在中乌节水农业海外示范

园里彰显出省电、节水、节肥等功能，

可使当地棉花产量提高30%以上、节

水50%，投资减少40%。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

赛义多夫表示：“杨凌正成为世界农

业发展领域优秀智慧聚集区，这里的

创造创新有可能影响全世界数十亿

人的生活。”

大通道促大开放，大开放促大发

展。26年对外开放，杨凌为全球农

业发展贡献了诸多“杨凌智慧”和“中

国方案”，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发

展的主动，实现开放能级不断跃升。

下一步，杨凌示范区将坚持“立

足中国、辐射上合、联动周边、面向

全球”的定位，对标陕西省委“农业

对外开放看杨凌”要求，充分发挥杨

凌示范区在旱区种业、节水灌溉、生

物安全等方面科技优势，持续推进

“一带一路”现代农业国际合作中心

建设，全力打造内陆农业开放合作

新高地，为地区现代农业发展、助力

全球粮食安全提供“杨凌方案”，贡

献“杨凌力量”。

7月20日，记者在位于陕西省杨

凌示范区五泉镇的杨凌稷乡情现代

农业科技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种植

基地里看到，棚内一排排冬枣树上，

颗粒饱满的枣子已经陆续成熟。原

本10月至11月份成熟上市的冬枣，

在这里已经提前到了7月上市。

“我们种植的冬枣，最优果的甜度

可以达到27%到30%，重量在20到

25克，在市场上很受欢迎。目前，在杨

凌周边以及南方地区均有销售。”杨凌

稷乡情现代农业科技综合开发有限公

司园区管理人员汶俊浩说。

记者了解到，该基地是2018年

冬在五泉原蔬菜大棚的基础上建成

的，其间经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

的指导，园区不断提升改造，已经探

索形成6种不同的温室冬枣栽培模

式，配备了水肥一体化系统、土肥监

测室、溯源体系等设施，近期又成功

开发了保温被卷覆自动限位、自动通

风系统，对于保证果品品质、稳定单棚产量，加长冬

枣鲜果供应时间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为实现杨凌智

慧设施果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冬枣的提前上市，除了先进的设备支撑，剪枝

整形、灌水、环割等作物过程实行的规范化管理和

冬枣技术栽培、土肥、病虫害防治等方面优势，也为

“冬枣”变“夏枣”提供了技术保障。

“一个棚的产量大概1500到2000斤，按平均

每斤售价20元算，每棚的产值能达到3万到4万元

左右。目前基地长短棚共96座，今年预计总产量

10万斤，总产值将达到200万元；明年有望实现产

量20万斤，总产值将达到400万元。”汶俊浩说。

冬枣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壮大了汤家村的特

色产业，成为了汤家村的“拳头农产品”，同时也为

村民带来了务工收入。农忙季节将近100人在基

地务工，每人月工资基本能达到2000元到4000元

左右。

今年，该基地在汤家村又流转了20亩土地，冬

枣苗木已经定植，正在进行设施大棚建设。“我们还

要在基地建设三种有推广价值的设施果业专利温

室，即一座9连栋长阳坡温室，两座不同类型的日光

温室，以期实现全自动现代化控制模式的同时，不

仅计划将冬枣的成熟期提至5月中旬以前，而且还

要进行设施果业与林中养鸡的绿色循环模式。”汶

俊浩说。

“目前，冬枣基地和我们汤家村联合申报的陕

西省中小学生劳动教育教学基地已于2022年4月

26日得到批准，今年下学期将开始运行，届时可在

村里开发研学旅游，进一步带动村里的餐饮产业和

农产品销售，为村民增收致富拓宽了新路子。”汤家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汤龙军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杨凌示范区推

进实施的特色现代农业‘1123工程’与‘五联一抓’

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机制为我们村发展指明了方

向。”汤龙军表示，汤家村资源很多，葡萄、火龙果、

冬枣、瓜蒌、猕猴桃、草莓、西红柿……村民啥都种，

品种非常多，然而，过去品种多却不成规模，自“五

联一抓”乡村振兴工作启动以来，村上极力引进龙

头产业，打造特色品牌，为产业发展谋求新路。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近年来，杨凌示范

区立足区域实际与资源禀赋，积极推行“专家联产

业、科研联生产、企业联市场、部门联政策、党员联

群众、书记抓典型”的“五联一抓”乡村振兴工作模

式，充分发挥区内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涉农企业和

相关部门的协同优势，为打造新时代乡村振兴和特

色现代农业发展引领示范区提供了强大动能。

下一步，杨凌示范区将深入推进“五联一抓”工作

模式，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因地制宜布局乡村产业链，

为乡村振兴破局发力，以更足的干劲、更实的举措，助

推村经济向好发展，不断书写乡村振兴新答卷。

2022年8月24日，位于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杨凌片区的杨凌综

合保税区正式封关运行。

上合组织现代农业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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