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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农科城杨凌的青山绿水间，农

业现代化铺陈出生动的发展画卷。在科技创

新赋能的滋养下，田野里，谷粒渐满，果香四

溢。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科技园区示范引

领下，新品种、新技术、新方法推陈出新。

自 1997 年批准设立国家杨凌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以来，杨凌示范区始终牢记国家

使命，不忘初心，依靠科技创新和示范推广种

活了这片国家“试验田”。

作为我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26

年来，杨凌示范区按照“核心示范、带动旱区、

服务全国”的定位，认真履行推动干旱半干旱

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国家使命，不断增强科技创

新能力，在关键领域、重点环节，加大农业科技

投入，集成推广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充分挖

掘农产品增产潜力。

在此基础上，杨凌示范区孕育出的一颗颗

科技赋能的产业“果实”，为富民增收提供了源

头活水，为科技引领农业现代化作出了示范，

为构建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蹚出了新路，为深

化农科教改革创新了模式，为国家布局建设农

高区创造了范例，走出了一条依靠科技创新驱

动农业现代化的先行之路。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

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用科技创新为农

业现代化插上展翅高飞的双翼，日益成为中国

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换挡提速的迫切需求。

科技赋能，解锁“芯”片——
从“果盘子”到“肉篮子”，打牢

种质基因库，烹制“杨凌味道”

一条条平坦的道路直通农家，一栋栋整洁

的院落错落有致，一排排苹果树排列整齐……

走进陕西省洛川县，到处是一派生机盎然、欣

欣向荣的景象。

在距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洛川苹果试验

示范站不远的石头镇背固村，果农崔卫东的苹

果事业干得风生水起。

2020 年 ，崔 卫 东 来 到 该 试 验 示 范 站 参 观

后，决定改种“秦脆”苹果新品种。如今，他还

在为两年前的“尝试”而庆幸：“新品种易于管

理、丰产性高。”

地处世界苹果优生区，但因技术创新跟不

上产业发展，洛川苹果一度面临“好的不多、多

的不好”的尴尬境地。2012 年，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联合延安市有关部门共建洛川苹果试验

站，形成多学科专家团队 30 余人，开展科研及

技术培训、示范推广等工作。

试验站首席专家马锋旺说，通过试验示范

普及苹果抗逆品种和抗逆调控技术，促使陕西

苹果北扩了 200 公里。截至目前，洛川苹果试

验站已育成杂交后代 1 万余个。未来，苹果的

品种改良离不开苹果基因资源，这里无疑将是

苹果树资源的天然基因库。

马锋旺介绍，试验站通过开展苹果品种选

优，选育适合当地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苹果优系品种，可保证基地在优势品种更新换

代过程中不断档。先后育出秦脆、秦蜜、秦霞、

秦帅、秦露、延长红等苹果新品种 9 个，秦脆等

苹果新品种推广 5 万余亩。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同样，对于果农来

说，苹果种质资源犹如“国宝”。

近年来，试验示范站还建成了国家苹果科

技创新中心，建成国家果种质资源圃 260 亩，

收集保存苹果种质资源 4000 余份，建成国家

苹果品种选种场，栽植了苹果优系 700 余份，

建成世界苹果栽培技术展示园 1000 亩，为苹

果育种提供了基因库，展示了世界苹果栽培的

新技术、新模式。

通过一棵苹果树，改变了群众的生活。今

天的洛川，也希望再通过一粒种子，让洛川人

民的饭碗端得更牢。目前，“秦脆”“秦蜜”两个

新品种通过省级审定推广，矮化种植面积已达

14.6 万亩。

一 粒 种 子 承 载 着 粮 食 安 全 的“ 国 之 大

者”。不只苹果，杨凌示范区与地方合作选育

的奶绵羊产业，也是农业科技成果的体现。

2012 年 ，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 与 甘 肃 金 昌

市政府进行校地合作，依托甘肃元生农牧科

技有限公司率先在金昌引进我国优良的舍饲

肉羊杂交母本湖羊，开展高繁快长高泌乳力

湖羊新品系选育、肉羊高效杂交组合筛选以

及舍饲肉羊高效健康养殖等技术的集成创新

与推广工作。

其间，双方在国内率先引进东佛里生奶绵

羊品种，与基地培育的高繁高泌乳力湖羊新类

群通过级进杂交、横交固定和世代选育，培育

发展肉乳兼用奶绵羊新品种和奶绵羊产业，取

得了一定成效，为我国奶绵羊产业发展起到重

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金昌奶绵羊试验示范

基地首席专家宋宇轩说，在现代科技的助力

下，研究院已针对奶绵羊分子育种、高效繁殖、

精准营养、羊乳加工以及疾病防控等领域开展

研发工作，使其成为奶绵羊种业“芯片”的生产

基地，为国内奶绵羊产业提供了“金昌方案”。

多年来，在奶绵羊领域的技术研发和产业

发展，使得永昌县当地乳肉兼用的绵羊种质资

源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杨 凌 示 范 区 作 为 发 展 现 代 农 业 的“ 国 家

队”，区内目前聚集了 1000 多名育种科学家队

伍、66 个省部级技术平台、100 多家种业企业

以及 350 个试验示范基地，在作物遗传育种、

牛羊克隆技术、反刍动物遗传进化、苹果抗逆

生物学等基础研究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累

计培育新品种 1100 多个，长期以来为我国种

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科技支撑，立柱架梁——
从“望天收”到“高产田”，聚焦

粮食生产，扛稳国人“粮袋子”

在 陕 西 省 榆 林 市 米 脂 县 城 向 北 20 公 里

处，有一个被称为“陕北小江南”的地方，去年

这里的“四位一体”旱作节水农业示范区谷子

喜获丰收，亩产较以往增产 300 斤左右。

高西沟村相关负责人坦言，这一切主要得

益于高西沟村全力推行旱作节水农业示范，建

设集雨窖，用好“天上水”，保证及时灌溉，并实

施水肥一体化，滴灌节水保墒等技术集成与应

用，农作物产量才得以大幅提高。

2008 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校地合作模

式在米脂县建立陕北节水农业综合试验示范

基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宋

小林介绍，试验基地基于米脂县的实例和实

情，定位于陕北山区的整体推进，目前已在陕

北 8 个县区建立了多个农业合作社建立示范

样板。

农 业 科 技 提 升 带 来 生 产 方 式 不 断 升 级 。

据了解，旱作节水改变了当地农民“靠天吃饭”

的劳作方式，解决谷子、苹果生长关键期缺水

问题。

如今，行走在陕北节水农业综合试验示范

基地示范区域，处处都能看到山顶青、山腰翠、

果飘香、花满坡的景色，由此带来的生态、经济

和社会效益显著，当地农民过上了富裕生活。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突破了旱区水资源高

效利用系列重大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促进旱

区农业用水效率提高 10%以上；攻克了黄土高

原生态环境修复这一难题，极大地减少了水土

流失，为黄河泥沙含量降低 80%、陕西绿色版图

向北推移 400 公里提供了理论与技术支撑，有

效改善了旱区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

杨凌示范区是全国四大种业创新基地之

一，育种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审定通过的 1100

多个新品种被广泛推广到 23 个省区，仅小麦

和玉米系列新品种在黄淮地区累计推广面积

超过 8.5 亿亩，增产 215 亿公斤。

良种，还需配良技。前不久，陕单 650 入选

2023 年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作为

早熟耐密宜机收的品种，陕单 650 在很大程度

上实现了轻简化和机械化的有机结合，有效解

决了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

2014 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陕西榆林成

立玉米试验示范站，以种质扩增创新为切入

点，以玉米新品种培育和配套栽培技术研究为

重点，构建玉米种质协同创新体系和新品种推

广模式。

“从试验看，玉米密植高产滴灌水肥精准

调 控 技 术 ，不 仅 省 水 效 果 很 明 显 ，节 肥 可 达

23%，而且节省灌溉时间和用工效果突出，增

产效果和总体效果都很好，还很绿色。”榆林市

农业科学研究院玉米研究所所长杨晓军深有

体会。

试 验 示 范 站 首 席 专 家 薛 吉 全 介 绍 ，几 年

来，试验站经过了玉米高产潜力挖掘、高产高

效和玉米机械化 3 个阶段的发展，已成为玉米

科技创新的基地，玉米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

式的展示平台和扩散基地，为陕西及西北玉米

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为全国玉

米生产树立了“陕西样板”。

值得一提的是，试验站通过多年多点科学

试验研究，总结提出了“一增三改一防”密植高

产高效技术模式，被列入陕西省有关部门增密

度提单产主推技术。

据统计，2020 年—2022 年，该项技术在陕

西累计推广 1894.61 万亩，密度增加 329.69 株/

亩，增产 51.70 公斤/亩，增产 10.54 亿公斤。促

进了榆林玉米面积从 2007 年 190 万亩扩大到

500 万亩，单产提高 100—150 公斤。

薛吉全说，下一步，试验站将继续以关键

技术集成为突破口，通过良种良法良机良制的

有效结合，积极参加玉米提单产行动，发挥试

验示范站的技术引领和产业推动作用，为确保

粮食安全和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杨凌力量”。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面向全国新布局建设

一批杨凌良种示范推广基地，强化良种、良田、

良作、良机、良法、良制“六良协同”推广应用，

让更多杨凌良种走向全国，助力当地农业高质

量发展。

科技引领，夯基垒台——
从立足杨凌到面向旱区，以“国

家队”使命，扎实推进现代农业提质
增效

甘蓝、蘑菇、生菜……在太白县绿蕾农业

专业合作社里，工人们正在对蔬菜品种进行打

包，打包的蔬菜都已经被西安、上海、厦门、深

圳等地客商预订。在合作社理事长艾科平看

来，这是打造“太白高山特色蔬菜”县域品牌所

带来的示范效应。

绿蕾农业专业合作社位于陕西省宝鸡市

太白县咀头镇咀头街村，2020 年入围粤港澳大

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是太白高山特色蔬菜

直供香港的生产供应基地，同时进驻盒马鲜生

超市、麦当劳、肯德基等市场。

为何能得到质量标准严格的高端蔬菜市

场青睐？艾科平介绍，这得益于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专家多年的技术指导和合作社建立了一

整套完善的智慧农业体系。

2009 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太白县联合

创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太白蔬菜试验示范站，

承担起了高山蔬菜科学研究、示范推广等技术

的集成示范。

通过科技兴农，全县高山蔬菜种植区种植

面 积 增 长 到 10.7 万 亩 ，产 量 46.8 万 吨 ，产 值

4.96 亿元，人均蔬菜收入 12098 元。这不但让

高原群众吃上了时令蔬菜，更让群众增收致富

有了新途径。

这是科技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的一个

缩影。

一颗葡萄从成熟到形成美酒，都有杨凌科

技基因。信步于贺兰山东麓西班庄园葡萄种

植基地，一行行、一列列葡萄藤整齐划一。

2021 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宁夏贺兰山

东麓葡萄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联合成立了我

国葡萄酒试验示范站，主要针对我国葡萄酒主

产区技术需求，加大对研究成果示范推广、助

力乡村振兴做出新探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

酒试验示范站站长陶永胜介绍，在这里，每一

个支撑桩都用 GPS 进行了定位，试验站的数字

化平台，能够精准地对园区微气候环境的降雨

量、温湿度、病虫害等情况进行实时监测。

“以往这个时候，每天都要到园里去查看

温度、湿度，一天要跑好几趟，现在好了，通过

手机，地下 10 厘米、20 厘米、40 厘米不同深度

的地温、湿度、土壤肥力等一目了然。”前些年，

西鸽葡萄种植园区技术总监张继峰要想知道

葡萄的情况，只有亲自到地里测量才行。

当地农户在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

技术的加持下，实现了从会种田到“慧”种田的

转变。目前，该试验示范站数字化、信息化、自

动化、智能化已成为现代农业建设发展的主要

方向。

葡萄酒行业有着“七分原料、三分工艺”的

说法。优质的葡萄品质，让这里的葡萄酒也备

受青睐。在西鸽酒庄酿造车间，西鸽酒庄技术

中心主任廖祖宋介绍着酒庄特有的酿酒工艺。

作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毕业

生，廖祖宋对酿造精品葡萄酒有着一套自己的

时间法则，而这一套时间法则也正是国外许多

名庄酿造精品葡萄酒的标准时间。如今酒庄

生产的 N28、N50、609 三个系列的葡萄酒已经

推向国际市场。

由鲜食到酿酒，今天的宁夏贺兰山东麓已

成为全国优质葡萄生产基地，成为当地人眼中

的紫色珍珠，靠一串葡萄、一杯美酒，从大漠边

缘走向绿洲，杨凌科技成了推动葡萄三产融合

发展的成功范本。

26 年 来 ，杨 凌 示 范 区 立 足 发 展 现 代 农 业

“国家队”定位，紧盯“三区三高地”目标，着力

打造世界知名农科城，全力以赴搭平台、建机

制、激活力、聚要素、促融合、强辐射，重点聚力

在“打造旱区农业科技创新高地、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高地、乡村振兴示范引领高地、我国农

业对外开放重要窗口和平台、谋准谋深谋实经

济高质量发展、深化示范区管理体制机制改

革”六个方面实现新突破。

杨凌示范区以科技创新为动力，聚力突破

农业关键核心技术，大力推动农业高新科技成

果产业化，为实现农业高质高效发展注入了科

技力量。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杨凌的使命任务更

加艰巨，于杨凌示范区而言，在未来发展的路

上，也定将不负党和国家的重托，继续专注于

用科技创新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赋能，

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贡献“杨凌力量”。

图文及数据来源：杨凌示范区

杨凌示范区杨凌示范区：：科技创新赋能农业现代化科技创新赋能农业现代化

杨凌上合组织现代农业交流示范中心杨凌上合组织现代农业交流示范中心。。

聚集 1000 多名育种科学家队伍、66 个省部级技术平台、100

多家种业企业以及 350个试验示范基地；

累计培育新品种 1100 多个，粮食作物良种全国推广面积每

年稳定在 1.1亿亩以上；

仅小麦和玉米系列新品种在黄淮地区累计推广面积超过 8.5

亿亩、增产 215亿公斤……

这一组数据，折射的是杨凌示范区作为“国家队”在服务干旱

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中所起的“排头兵”作用。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洛川苹果试验站，马锋旺教授（右二）
在苹果种质资源圃查看种质资源选育情况。

在陕北节水农业综合试验示范基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
艺学院副教授宋小林（中）介绍果园节水效果试验。

菜农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太白蔬菜试验示范站蔬菜基地
采收蔬菜。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榆林玉米试验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薛吉全教授（中）介绍玉米新品种配套栽培技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太白蔬菜试验示范站蔬菜
基地蔬菜长势喜人。

位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金昌奶绵羊试验示范
基地挤奶车间。

位于世界苹果优生区的洛川苹果试验站“秦
脆”苹果示范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