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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能不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靠什么

解 决 ？ 这 是 一 个 世 纪 命 题 ，也 是 这 个 有 着“ 农 业

大国”与“人口大国”双重标签的现代化国家不断

被追问的话题。

作为国家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成 立 于 1997 年 7 月 29 日 的 杨 凌 示 范 区 ，被 赋 予

“ 支 撑 和 引 领 干 旱 半 干 旱 地 区 现 代 农 业 发 展 ”的

“国家使命”。

17 年来，这个“农科城”靠科技创新和示范推广

种活了这片“试验田”，在履行国家使命过程中，也实

现了自我嬗变。

“杨凌的现代农业建设不等同于其他地方，其肩

负的国家使命就决定了其既要有创新性，又要有示范

性，要起到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带动陕西全省乃

至整个旱区的作用。”陕西省副省长、杨凌示范区管委

会主任祝列克说，“我们的目标是把杨凌现代农业园区

建成主导产业集聚的功能区、先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区、

现代高效农业的样板区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实验区。”

杨凌人坚守的，正是“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上”的大事。杨凌示范区党工委书记郭社荣

说，“我们要努力种好破解‘三农’问题的‘试验田’，力

争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从“农科城”到“国家示范区”

杨凌是华夏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素以“中国

农科城”著称。

杨凌示范区内驻有纳入国家“985 工程”和“211

工程”管理序列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全国首批示范

性高职院校——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拥有 60 多个国

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平台，聚集了农林水等 70 多个学

科、近 6000 名科教人员。目前世界小麦累计推广面

积最大的“碧蚂一号”、长期主导我国小麦品种换代的

“小偃 6 号”等数以千计的重大成果均出自杨凌。新

中国成立后，在我国黄淮麦区小麦品种的六次更新换

代中，四次是杨凌培育的品种。

而在示范区成立之前，位于杨凌的 10 所农林院

校和科研单位，分属教育部、农业部、水利部、中科院、

陕西省 5 个“婆婆”管。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体制

里，数千名科研人员在这里教学研究，虽然也出了不

少成果，但多数都只是停留在纸上，在履行完教学、晋

级、评奖的使命后，也就躺进了故纸堆里。

这种僵化的体制，使大量的农业科研教学人才外

流，最多时一年流失了近 100名农业科研教学人员。

1997年 7月 29日，国家批准成立杨凌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纳入国家高新区管理序列，实行“省部

共建、以省为主”的管理体制。

示范区成立两年后，国务院批准杨凌地区的 10

所农林院校和科研单位进行资源整合，合并成新的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杨凌开始“农

科教相结合、产学研一体化”的改革探索。

国家赋予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体制改革和科技创

新，把科技优势迅速转化为产业优势，依靠科技示范

和产业化带动，推动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实现可

持续发展，带动这一地区农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

农民增收，为我国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做出贡献。

2010 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支持继续办好杨凌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若干政策的批复》，明确要求，

杨凌要加快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力争通过

5到 10年的努力，使杨凌示范区发展成为我国干旱半

干旱地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中心、农村科技创

业推广服务的重要载体、现代农业产业化示范的重要

基地、国际农业科技合作的重要平台、支撑和引领干

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杨凌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魏

建锋介绍说，示范区成立 17 年来，在陕西省委、省政

府的领导下，在各共建部委的大力支持下，通过改革

创新，艰苦创业，大致经历了“科教资源整合（1997 至

2000 年）、创新能力提升（2001 至 2007 年）、现代农业

示范（2008 年至今）”三个阶段，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

增强、示范推广效应进一步扩大、创新创业环境进一

步优化、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为示范带动干旱半干旱

地区现代农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如今的杨凌，一改昔日容颜。据介绍，杨凌示范

区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超过 6%；年均引进高端人才

100 名以上，“千人计划”入选者达到 7 人；新建了 2 个

国家级重点科研平台，建成了 60个省部级科研平台；

审定品种及专利申报 2640 多项，其中五成以上为发

明专利。

统计显示，1997 年至 2013 年，示范区生产总值从

3.83亿元增加到 84.7亿元，财政总收入从 1369万元增

加到 11.7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1396 元增加到

12435元。

多元推广实现“杨凌开花全国香”

记者曾多次赴杨凌示范区在国内设立的试验示

范站采访，每每有一种错觉：杨凌太“大”了。

的确，这个总面积只有 135 平方公里的地区，却

已经在 18 个省区 140 个市县布局建立了 207 个农业

科技示范推广基地，年示范推广总面积达到 4709 万

亩，总效益达到 133 亿元，年培训农民 32000 人次，累

计培训农民超过 10 万人次。推广国内外动植物良种

1700 多个，面积超过 2 亿亩，转化推广农业先进适用

技术 1000 多项，干旱半干旱地区 5000 多万农民从中

受益……

多年来，杨凌探索以高校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

和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链推广的全新模式，以农业生

产需要和市场化为导向，逐步从“盆景式示范”到“走

出去推广”，实现了“杨凌开花全国香”。

示范区依托西农大和杨职院两所农业院校，在区

域农业主导产业中心地带建立集试验研究、示范推

广、实践教学和信息监测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永久

性试验示范站，由学校指派专家和地方技术人员共同

组建团队，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研究和示范推广，

将科研力量下沉到基层一线，构建起科研、推广应用

间的沟通桥梁。

在西农大建在西安市阎良区关山镇代家村甜瓜

示范站专家手把手的指导和带动下，周边 100 多户农

民种起甜瓜，成立了专业合作社，2013 年合作社销售

收入超过 100 万元；白水苹果试验示范站通过实施科

技入户工程示范推广 8项关键技术，指导的示范园亩

收入由建站前 3300元提高到 1万元，全县苹果产值由

建站前 5.25 亿元增加到 26 亿元；清涧红枣试验示范

站通过推广 3 个良种和 6 项关键技术，指导的示范户

户均收入从 1.8 万元提高到 5 万元，清涧县红枣产值

由建站前 4.5亿元增加到 15亿元。

在引入“杨凌元素”之前，张国强的甘肃菁茂农

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一度濒临破产的边缘。地处

腾格里沙漠边缘、员工都是传统农民的公司在创立

之初并不清楚发展方向何在，玉米、啤酒大麦、葵

花轮流种了一番，依然没有找到适合当地自然条件

的高产优质品种。

直到 2009 年参加杨凌农高会，公司才迎来发展

转折点。在杨凌农业专家指导下，张国强引进了耐干

旱、抗盐碱、抗贫瘠的文冠果，从 70亩试验田起步，到

如今发展到 6200 亩，文冠果已成为公司的主导产业

之一，每亩地净收益在 3500元以上。

“在优良品种选育、生物有机化肥加工、病虫害防

治、土壤检测技术等各个生产环节，杨凌示范区组织

联系专家团队为公司提供了全方位、打包式的技术指

导。”张国强介绍说，目前，自己的农业产业基地已超

过 1.5 万亩，2013 年净利润超过 2700 万元。在被杨凌

评为示范推广基地后，公司将继续享有立体式的技术

和资金支持。

郭社荣告诉记者，杨凌通过探索实施以涉农企业

为主体、以产业为纽带、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链推广

模式，布局建设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推广新品种、新

技术，实现了产业扩张与技术扩散同步推进。全区发

展产业链推广企业 28家，先后在埃及、斐济和国内的

5个省区建成科技示范推广基地 52个，2012年示范推

广面积 1810 万亩，推广效益达到 30.1 亿元，涉农企业

已经成为示范区开展示范推广的重要力量。

在壮大涉农企业实力的同时，产业链推广模式也

带动了更多农民致富。杨凌本香集团建立了“饲料生

产—种猪繁育—商品猪养殖—猪肉深加工—肉食品

连锁专卖—有机肥生产”的安全猪肉产业链，在陕西

凤县、洛川等地建设无公害养殖和生产基地，推广优

良种猪和无公害生产技术，年产值 5.6亿元，带动群众

增收 7000 万元以上。大唐种业、杨凌伟隆、金诺种

业、杨凌荣华等一批种业企业依靠农业科技专家，按

照“产学研结合、育繁推一体”的模式在新疆、甘肃、河

南、安徽、内蒙古等省区建立了良种繁育基地，推广新

品种 27个，面积达 800多万亩。

魏建锋介绍说，根据国家现代农业发展和保障粮

食安全的战略需求，依据旱区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

划，杨凌计划到 2020年，建立 40—60个集产业技术创

新、技术示范、人才培养、信息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综

合性强的区域重大农业产业试验示范基地。在此基

础上，采取市县政府、农业科研推广机构、龙头企业和

农村经合组织等多方合作的方式，在产业核心区域，

建立约 300 个具备产业技术研究、技术成果示范、农

民技术培训、科技信息服务等功能的区域特色产业科

技示范推广基地。

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将在杨凌提升示范推

广能力中发挥主力军作用。杨凌创新创业园是当地

致力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科技企业孵化的涉农企

业专业孵化器。在这里，科技创新型企业在孵化过程

中，可以享受到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专家为其

“量身订做”的技术支持和智力服务。截至目前，该平

台已累计孵化企业 415家，48家被认定为陕西省高新

技术企业，孵化企业注册资金累计达 7亿元。

目前，科技型涉农企业产业链延伸迅速，仅杨凌

创新创业园入孵企业已在外地建立示范推广基地逾

8000多亩，良种辐射 100多万亩。

而每年一度的杨凌农高会，也带动全国农业科技

成果形成聚集效应，最终走向田间地头。据介绍，杨

凌农高会已举办 20 届，累计吸引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以及我国 31 个省市区的上万家涉农单位、2000 多万

客商与群众参展参会，成交总额数千亿元人民币。

打造丝路经济带农业新支点

7月 4日，由商务部主办，杨凌示范区国际交流中

心承办的“2014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农业管理研修

班”开班仪式在中国旱作农业技术援外培训基地（杨

凌）举行。来自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4 个国家的 12 名农业官员将参加为期

21 天的研讨学习。截至目前，杨凌示范区已先后举

办了 34期援外培训班。

承担援外培训，只是杨凌坚持“走出去”与“引进

来”相结合战略的一个方面。依托农高会，杨凌与日

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合作开展的“现代农业高

端论坛”“中国农业高新科技论坛”“中外农民创业论

坛”“中以加农业科技创新合作圆桌会议等一系列国

际交流活动日趋成熟。

“通过广泛开展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主动加强与

农业发达国家的科技合作，提升杨凌农高会品牌效

应、驻区高校坚持开放式办学等方式，杨凌在学习世

界农业科技先进经验的过程中，也提升了自身履行国

家职责的能力。”郭社荣表示。

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

想，为新时期杨凌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观

背景下履行国家职责，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杨凌乐达公司是一家从事园艺种苗研发生产的

涉农企业。近日，公司与吉尔吉斯斯坦“田园牧业”集

团签署了在吉尔吉斯斯坦建立 64 亩花卉种植基地和

10万亩牧草种植基地的合作协议，预计 5年合同期可

为公司新增产值 30亿元。

近年来，示范区先后推动区内的乐达生物、景卉

农业、秦川节水等企业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在温室技术、花卉种植、牧草繁育、

节水技术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推动区内的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哈萨克斯坦开展了多批次农业

科技人才培训，为杨凌面向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开展

现代农业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魏建锋介绍说，杨凌将支持、引导区内的企业、大

学、科研机构在已有农业领域合作的基础上，实施“走

出去”战略；发挥国家（杨凌）农业技术转移中心、国家

（杨凌）旱区植物品种权交易中心平台资源优势，推动

涉农新品种、新技术等物权的国际交易、流转，带动商

贸合作；进一步加强同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在农业科

技研究领域的合作与交流，重点推动同中亚国家高校

及科研单位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

面开展联合研究，建设中国—哈萨克斯坦苹果种植技

术和品种改良联合实验室、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旱作

农业及节水灌溉技术联合实验室共享科研成果。

郭社荣表示，中国的西北地区与丝绸之路沿线国

家同属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生态环境极为相似，加

快建设杨凌丝绸之路经济带现代农业国际合作中心，

是履行好国家使命、引领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发

展的需要。

现代农业发展的“杨凌模式”

从 2008 年开始，杨凌示范区以“现代农业看杨

凌”为目标，按照“高标准规划、高科技支撑、高质

量建设、高效益展示”的思路，规划建设了 100 平方

公里的杨凌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依照现代农业全链

条发展模式，布局建设了现代农业创新园、国际科

技合作园、现代农业企业孵化园、种苗产业园、标

准化生产示范园、科技探索园、农产品加工园和物

流园等八个园区，先后引进了今日花卉、华大基因

等 20 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和研发机构入驻园区，

集聚展示新品种、新技术 7000 多个。探索现代农

业模式与机制，组建“土地银行”，成立农民专业合

作社、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科技创新创业、增加农

民收入、发挥示范效应，示范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

幅连续五年位居陕西第一，走出了一条可复制的现

代农业发展“杨凌模式”。

同时，杨凌通过建设国家植物品种权交易中心、

国家农业技术转移中心、职业农民培训中心、农产品

检验检测中心、农产品认证中心，积极探索引领现代

农业发展的新途径。截至目前，国家农业技术转移中

心和国家植物品种权交易中心累计促成品种权交易

15笔、科技合作 2家，涉及交易金额 2400多万元；农产

品质量安全认证中心已认定安全溯源基地 20 个；农

产品检验检测中心累计开展各类检测 4000 多批次；

职业农民培训中心创新培训模式，组织专家走出去举

办针对性培训，示范水平进一步提高，“五大中心”已

逐步成为杨凌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名片”。

为解决农业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问题，杨凌编

制《面向旱区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发展规划》和《职业农

民培训规划》，采用“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培

训方式，大力开展现代农业技术培训，探索建立了全

国独有的农民技术职称评审标准体系，初步形成了

“杨凌农科”培训品牌。目前北方 15个省（区）58个地

市 116 个县的 6700 多人获得了杨凌示范区农民技术

职称证书。其中杨凌本地有 490 多名农民获得了技

术职称证书，成为活跃在田间地头的“永久牌”土专

家、科技二传手。

拥有了“农业科技身份证”的农民技师，成为传

播先进农业技术、带动农民致富、发展现代农业的重

要力量。杨凌示范区杨陵区杨村乡崔东沟农民徐绒

利先后参加了示范区组织的多次果树嫁接培训班，

于 2005 年 8 月获得首批农技师职称证书。此后，她

动员其他有技术的同村妇女 30 余人，组建了“杨凌

女子嫁接队”，专门从事杂果、花卉及苗木嫁接工

作。因为手艺过硬，嫁接队声名远扬，已多次受邀赴

新疆、甘肃、山西等地工作，年人均科技服务收入超

过 2 万元。

杨凌的目标是，从现在起到 2020 年，杨凌计划培

训职业农民 20 万人次。其中，农业技术工人 2 万人

次，家庭农场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带头人、种养大

户、农业科技特派员 2 万人次，基层农技骨干 1 万人

次，其他各类产业的职业农民 15万人次。通过 7年的

努力，为每一个区域主导产业培养 10 名左右高水平

的产业技术推广专家、100 名左右的基层农技骨干、

1000名左右的职业农民，为旱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人

力资源支持。

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

做个“城里人”，恐怕是很多“农村人”一生的梦

想。自己不能，也要拼尽全力让子女跃出农门。

人们追求的不仅仅是一种“洋气”的身份，而是附

着其上的种种福利保障。但如今，在杨凌，“城里人”

和“农村人”的身份界限被打破，过去的城乡保障“鸿

沟”也正在填平。城与乡，渐渐融汇成“同一个世界”。

变化始于 2012 年。杨凌示范区对全区各类民生

政策进行了调查摸底，逐条梳理出涉及城乡居民不一

致的 24 项民生政策，重点对城乡政策存在较大差异

的计生家庭生活补助、低保、教师编制和医保等 4 项

政策，按城乡执行标准“就高不就低”“量力而行”和

“达到一致”的原则，由示范区和下辖的杨陵区两级政

府共筹措资金 1000 多万元，把城乡居民 24 项民生政

策全部统一，实现了城乡政策执行标准一致，率先在

陕西省实现了城乡政策一体化。

除此之外，独生子女保健费、计生家庭特别扶助、

老年人生活保健补贴、退役士兵安置政策、孤儿救助

政策、学校公用经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餐计划、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劳

动就业等等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政策待遇，杨凌在

农村人和城里人面前“一碗水端平”。

杨凌在统筹城乡政策过程中，立足“三度”增减，

实现群众利益最大化。一是增加“宽度”，比如，统一

调整全区中小学师生比例，使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享

受同样的教育资源；二是提升“高度”，比如，把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由原先的一级医院农村居民报销 75%、城

市居民报销 85%，统一提高到 90%，使城乡居民享受

的政策补助同步提高；三是缩减“长度”，就是确保时

效，把原先农村居民低保补助一季度发放一次，改为

和城市居民一样一月发放一次。

在公安部门已实行的城乡统一登记居民户口制

度基础上，杨凌进一步探索户籍改革相关配套政策的

研究制定，在户籍待遇上实现突破，打破城乡户籍“壁

垒”，使进城镇落户农民完全享受住房、教育、就业、养

老、民政等与户籍不挂钩的各项待遇，形成合理流动、

权益公平、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体系。

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过程中，杨凌示范区始终

紧紧抓住自身优势，全力发展现代农业，为城乡发展

“造血”。

杨凌以“三农融合”为着力点，加快推进‘四化同

步’发展，按照“现代农业、田园农庄、职业农民”融合

发展的思路，试点建设“田园农庄”。对有意发展现

代农业的农民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现户均

种植面积 30—150 亩的规模化经营，发展家庭农场，

培育种养大户为主的职业农民。通过政策引导和就

业扶持，促进农民居住和就业统一，逐步形成从事二

三产业的农民进城居住、从事现代农业的农民在田

园农庄生活的格局，实现“三农”融合发展。对进城

镇的农民，通过加强招商引资、建设工业园区、完善

城镇功能，发展二三产业，解决好就业问题，使其享

受城市的生活质量与公共服务，实现工业化、城镇化

快速推进。

杨陵区五泉镇是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成功“造

血”的典型。五泉镇把产业发展、农民增收作为重点

镇建设的重要支撑，催生了全镇 15 家土地银行和 57

个“农业合作社”，流转土地达到 1.5万亩，部分农民转

化为农业产业工人，为剩余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增收

致富奠定了基础。

五泉镇斜上村曾经以传统农业为主，如今随着田

园村庄创建工作进展，产业不断更新并趋于完善，设

施农业大棚与猕猴桃种植逐渐成为斜上村的主导产

业，村民们种猕猴桃，搞设施农业大棚，开孵化厂，全

村人的腰包都鼓了起来。村民任老汉自豪地告诉记

者：“村里人都有了钱，生活质量就上去了，楼房也盖

起来了，电器、家具要啥有啥！以前觉得城里好，住楼

房开小车，可现在，我一点也不羡慕城里人，挣得比他

们多，空气还比他们好，好多城里人还想到我村里来

住呢！”

“城乡一体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

分、相辅相成的。”郭社荣说，“我们必须把现代农业建

设和城乡一体化放在同等的位置，一方面，大力推进

现代农业建设，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水平，促进农民持

续稳定增收，解放富余劳动力，从而为推进城乡一体

化提供人力支持和基础保障；另一方面，加大统筹城

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为农业现代化提供

人、财、物等要素保障，推动现代农业的持续发展，最

终实现二者良性互动、共同繁荣。”

国家使命下的自我嬗变
——杨凌示范区十七年创新发展综述

□ 本报特约记者 李成砚 本报记者 张显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