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杨凌：18项举措建设
秦创原旱区农业创新引领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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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循环种养模式可实现节水90%

近日，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印发

《秦创原旱区农业创新引领示范区建

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从

集聚国内外创新资源要素、推动农业

技术转化应用和示范推广、加大人才

引进培育力度、加快上合农业基地建

设 4 个方面出台 18 项具体措施，全

力打造国内一流、有国际影响力的秦

创原旱区农业创新引领示范区，服务

陕西省乃至旱区现代农业发展和乡

村振兴。

方案明确，到2025年，杨凌示范

区在农业科技创新领域建设产业创

新中心或协同创新平台10个以上，形

成一批自主可控、国际领先的科技成

果，旱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明显

提升。建设特色化立体联动孵化器1

个，每年培育引进创业团队100家以

上，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达到200家，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过150家。

孵化载体总数达到20个，科技服务机

构数量达到35家，技术合同交易额突

破8亿元，年培育科技产业化项目10

个以上。年实现农业科技培训4.5万

人次、推广面积1.2亿亩，农业科技成

果推广和产业化示范效应持续增

强。建成农业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和

载体5个，海外农业合作园区数量达

到 20 家，年开展国际农业科技培训

8000人次。

方案指出，实施区校融合协同创

新行动，发挥区校联席会议、专项工

作对接的作用。持续推进旱区种业

硅谷建设，以旱区种业研发、种业展

示交易、种业企业总部经济为重点，

加快建设先正达育种技术中心、种质

资源引进中转基地等项目。积极推

动驻区高校、科研机构全面参与科技

成果转化“三项改革”，制定具体配套

政策措施，让高校、科研机构科技成

果转化通道更加顺畅，持续激发科研

人员创新创业活力。加快构建农业

开放合作平台，围绕上合组织国家农

业发展需求，探索建立上合组织国家

间多层次农业政策对话机制，常态化

开展农业交流活动，推动达成合作意

向3-5项。

（据《陕西日报》）

11 月 18 日，河南省安阳市殷都

区都里镇下街村，村民正在晾晒手工

制作的红薯粉条。河南省安阳市殷

都区都里镇下街村，地处太行山区，

盛产红薯。每年冬季，当地村民都会

用传统工艺制作红薯粉条，其口感爽

滑劲道，颇受消费者欢迎，有效增加

了农民的收入。

王子瑞 毕兴世 摄

薯粉飘香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以下

简称农机化总站）发布了“油菜、花生产能提升

机械化技术路径”和“冬油菜、花生生产全程机

械化技术指引”。

据农机化总站经作机械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技术路径和指引”体现了三大特点，

一是紧密结合了农机化总站与农业农村部

油菜、花生生产全程机械化专家指导组联合

发布的《南方冬闲田油菜机械化生产技术指

导意见》《花生机械化生产技术指导意见》的

内容；二是充分反映了农业农村部发布的

《油菜单产提升三年工作方案》《花生春播生

产技术指导意见》《夏花生生产技术指导意

见》的要求；三是广泛吸收了近年来在农机

化总站组织的农机推广田间日、农机化主推

技术演示活动中展示演示效果好、深受各地

关注的农机产品。当前我国油菜、花生生产

新情况、新需求不断呈现，机械化技术与装

备发展不断进步，“技术路径和指引”的提出

是抛砖引玉、阶段性的工作，将在各地的实

践中不断完善。

（据人民网）

油菜花生产能提升
机械化技术路径
与指引发布

快 报成果

在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杨柳雪镇

杨柳雪村村西的智慧循环生态农业产

业园内，今年新建的大棚让当地农民大

开眼界：养鱼池内的水流进相邻的蔬菜

大棚里，水中的鱼粪成了蔬菜的养分；

蔬菜净化了流进来的水，最后又被抽进

养鱼池内。

建成这一种养循环模式的，是山东

惠达瑞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养鱼

大棚和蔬菜大棚里，这家公司的工作人

员隆晓详细介绍了两种大棚内的水是

如何循环的。

一个养鱼大棚，长80米、宽24米，

棚内建有8个巨大的圆形养鱼池，每个

养鱼池的容量是50立方米，池内养着

罗非鱼、鲟鱼及多种观赏鱼。每个巨大

的养鱼池，对应着建在邻近的一个蔬菜

大棚，蔬菜大棚长34米、宽16米。

养鱼池水面高，蔬菜大棚的地面

低，水可以自流进菜地里。菜地里没有

土，上面是鹅卵石，下面是过滤槽。养

鱼池内的水流进来，同时带来了鱼粪，

鱼粪附着在鹅卵石上，腐化分解后，成

为蔬菜生长所需的养分。流进菜地的

水，没了其中的鱼粪，再经过下面的过

滤槽，成为清水，又被抽进养鱼池。“这

种养鱼、种菜用水的循环模式，比养

鱼、种菜各用各的水，可节水90%。”隆

晓说。

养鱼大棚里，池内的观赏鱼色彩缤

纷，9月22日放进池内的鲟鱼，到11月

10日，大的已经长到2.5斤了。“我们第

一批放的是大苗鲟鱼，长到2.5斤就可

捞出卖了。”隆晓说，“以后再放，从成本

考虑，会放小鱼苗。”

已经开始生产运营的，是一个养

鱼大棚和与之配套的 8 个蔬菜大

棚。蔬菜大棚内种着芹菜和小油

菜。记者采访时，芹菜已长到 40 厘

米高，可以采收了，小油菜再有半个

月也能卖了。

“这种模式种菜，棚内没有土，不

会长草，又不用打药施肥，日常管理全

靠仪器。”杨柳雪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主任孙荣军说，“除了种和收，平时不用

人工，种菜省了人工费。”

山东惠达瑞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将在智慧循环生态农业产业园内建起

4个养鱼大棚和与之配套的32个蔬菜

大棚。现在已建成3个养鱼大棚和24

个蔬菜大棚，11月底，这些已建成的大

棚将全部投运生产。

“现在，几乎每天都有人来看这里

如何养鱼、种菜，主要是周边的合作社

负责人和种养大户。每个走进大棚的

人都问得很细。”孙荣军说，“这种循环

用水养鱼、种菜的模式，要运营上一年，

才能看出效益如何。前来学习的农民

还是在观望，明年应该会有农民学着用

这种模式搞种养。”

（据《农村大众》）

鱼粪肥了菜地，蔬菜净化池水

11月 28日，2023年全国食

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京举

行，农业农村部国家首席兽医师

（官）李金祥就第一批国家现代农

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创建

情况进行了介绍。

李金祥表示，2021年起，农

业农村部选择粮油、蔬菜、水果、

畜禽产品、水产品等五大类中的

32个重要农产品，开展现代农业

全产业链标准化试点，启动了示

范基地创建工作。经认真审核，

确定了首批178个示范创建基

地，涉及30个省210个市县，近

1000个乡镇。

李金祥表示，2021年中央一

号文件提出，加快健全现代农业

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推动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按标生产。

农业农村部坚持产出来管出

来一起发力，保安全提品质一起

推动，以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

化创建工作作为重要抓手和突破

口，着力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

给，努力探索新时代高标准引领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李金祥介绍称，示范基地创建，将按照标

准体系全、产业链条全、机制合力全、生产模式

好、产品质量好、综合效益好的“三全三好”目

标，做到“三个突出”：

一是突出全链布局，梳理相关标准，将产

地环境、投入品到农产品生产过程、加工储运、

包装标识等产前产中产后全链条，一个一个相

关标准串起来，解决标准不衔接问题。

二是突出集成应用，对标现代种植养殖模

式，集成应用一批简明适用的标准综合体，推

行绿色生产技术，推动标准规程“进企入户”，

解决标准难落地的问题。

三是突出协同实施，建立首席专家制度，

采取“基地企业+科研技术单位+主管部门”联

合创建模式，形成联农带农机制，让小农户融

入大产业。 （据中国经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