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61- 0068
邮发代号51-98

2024年10月31日

星期四本期8版

甲辰年九月廿九

总第3219期

新闻热线：029-87036601
投稿邮箱：nykjb2001@163.com

中共杨凌示范区工委主管主办
农业科技报社出版

中国农科新闻网：http://www.nkb.com.cn

农业科技报社出版
中国农科新闻网：http://www.nkb.com.cn

强农App中国农科新闻网

10月 29日，备受关注的第31
届中国杨凌农高会圆满落下帷幕。

5天时间，农高会“陕”耀全球，为
国内外参会嘉宾搭建了一个交流合
作、互通思想的平台。在这里，新品
种、新产品、新模式、新技术争奇斗
艳，新产业、新业态、新平台深度融
合，广大参展企业和参展客商充分交
流、寻求合作，农民群众求取真“金”、
喜庆丰收，院士专家传经送宝、共话
未来，还有众多外国友人忙碌地为家
乡代言……农高会已然成为全球共
享、全民共享的农业科技大市场、大
舞台，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农篇
章不断集聚新优势、培育新动能。

本届杨凌农高会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二
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办好杨凌农高会重要
指示精神，坚持服务“三农”办会初
心，主动适应改革，转变办会理念，
按照“政府指导、市场运作、节俭办
会、注重实效”原则，聚焦“创新驱

动、粮食安全、乡村振兴、对外开
放”等国家战略，全面提升国际化、
市场化、专业化、数字化、品牌化水
平，着力打造我国农业高新科技成
果展示推广和国际农业交流合作
的高能级开放平台，为培育发展农
业新质生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传承弘扬中华农耕文化、加快
建设农业强国以及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作出了新的贡献。

本届农高会由中国农业技术推
广协会、中国农业展览协会共同主
办，中国乡村发展协会、中国农业科
技国际交流协会、中国农业国际交
流协会支持参与农高会筹办工作。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担任支持单位，
中国国际商会、中国开发区协会、科
技日报社、农民日报社、全国农业科
技成果转移服务中心、中国蔬菜协
会等参与协办。展会紧扣“新质生
产力·农业新未来”主题，精心组织
开展展览展示、会议活动、洽谈交
易、新品发布四大板块活动。共吸
引国内外政府机构、科研单位、涉农

企业、专业合作社、种养殖大户及市
民群众158万人次线下参观，838
万人次线上观展。国内外120家新
闻媒体、500余名记者参会报道农
高会，全球近千家媒体关注报道农
高会，全网各平台累计发布信息3.6
万条，全网总阅读量6亿人次，其中
海外总阅读量突破2亿人次。

本届农高会聚焦“新质生产力·
农业新未来”主题，全面展现了科技
赋能现代农业发展的生动图景。展
会开幕式、“新质生产力·农业新未
来”研讨交流活动邀请多名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专家及地方
负责人、知名企业高层，交流研讨因
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机制
体制和路径。“千万工程”引领乡村振
兴对接交流活动邀请全国“三农”领
域知名专家学者作主旨演讲，浙江、
广东、江苏、黑龙江、陕西等地代表介
绍了学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
振兴的好做法、好经验。旱区种业创
新发展交流对接活动邀请10位院士
专家，分享了种业最新研究成果，“全

国农作物小孢子育种技术创新联盟”
揭牌成立，西农1266等12个品种签
订了生产经营权转让协议。为期4
天的百名农科专家咨询服务活动，现
场接待群众2.8万人次，解答群众咨
询问题3.7万余条。

展会通过线下线上融合、馆内
馆外结合、国内国外联动的展览模
式，全景式展示了国内外1800多家
企业的9000多项最新科技成果和
先进适用技术。

室内展面积12万平米，设置8个
展馆（区），集中举办了40多个专题
展览，28个省（区、市）、9个全国农高
区、荷兰、日本等49个国家和地区的
企业、机构以及国内外知名企业参展
参会。200家企业的2100多台（套）
农业智能装备、旱区特色产业全程机
械、智慧农机等集中亮相。首届睿抗
(杨凌)全球农业机器人应用赛，共有
来自国内外的20支队伍集中展示比
拼在创新设计、智能系统、机器视觉
等农业生产应用领域的最新成果。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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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 日，农机手驾
驶小麦播种机在山东省枣
庄市山亭区城头镇清河崖
村田间作业。

晚秋时节，山亭区农民
抓紧农时，纷纷投身抢种
晚茬小麦、强化越冬作物
管理、耕地深翻等农事活
动，田间地头呈现一派忙
碌的景象。
本报通讯员 刘明祥 摄

晚秋时节
田间农忙

农业农村部出台
发展智慧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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