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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14日，比什凯克，上合组织成员国元
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正在召开。会上，中方提出
愿在陕西省设立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
范基地，加强同地区国家现代农业领域合作的重大
倡议。

建设好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
地是党中央赋予陕西的重大政治任务。3年来，杨凌
示范区在上合组织秘书处、国家有关部委的推动支
持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杨凌示范区立
足上合组织国家农业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基础
和未来农业发展方向，聚焦“交流、培训、示范”核心
功能定位，积极探索农业领域交流培训示范新模式、
新机制，着力打造集技术交流、人才培训、示范推广、
国际贸易、跨境电商、金融服务、人文交流等为一体
的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合作平台体系，绘就了一幅“立
足中国、辐射上合、联动周边、面向全球”的农业国际
合作新蓝图。

和合共生 架起国际交流连心桥

时间拉回到2021年10月22日，2021上合组织现
代农业发展圆桌会议以视频形式在西安召开，来自
16个国家的代表们围绕“加强区域农业合作，保障粮
食安全”的主题，强化互鉴交流、碰撞思想火花，呼吁
携手合作推动粮食安全。

“柬埔寨要建设农业现代化，需要技术创新和培
训，也需要公司企业之间加强区域合作。”

“我们想再次重申，亚美尼亚政府打算通过加强
区域农业合作，最大限度减少粮食不安全的风险。”

“在土耳其有一句谚语，你播种什么样的种子就
收获什么样的瓜，我们愿意在种子领域开展合作和
分享经验……”

凝聚共识，汇聚信心；共同命运，共同行动。
无论是会场内外，还是线上线下，“合作”成为整场
会议的主基调，也道出了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共同
呼声。

作为上合组织各方开展农业合作交流的机制化
对话平台，上合组织现代农业发展圆桌会议已走过3
个年头，时间在变、主题在变，但推动上合组织国家
和地区现代农业协同发展的决心却永恒不变。目
前，上合组织秘书处和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已建立了
长期友好的伙伴关系，不仅形成了 10月相聚圆桌会
议的传统，更在农业政策、科技、经贸、人才培养等领
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共同谱写了合作发展、团
结进步的佳话。

和合共生，天下大同。上合组织的初心就是共谋
稳定、共促发展。随着基地建设的稳步推进，不断加强
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杨凌示
范区已成功举办了上合组织国家合作创建农业产业
化集群研讨会、上合组织粮食安全研讨会、杨凌国际农
业科技论坛、上合组织国家特色产品展等30多项多、

双边交流活动，吸引了160多名各国农业官员参加，达
成10多项合作意向；总面积4.4万平方米，集教学、培
训、科研、交流、服务保障于一体的上合组织现代农业
交流中心正式启用；发布《上合组织国家农业发展报
告》等7篇智库报告，成立现代农业国际联合实验室确
定12个研究方向；上合组织农业基地网站、国际合作
多语种翻译服务中心建成运行，在上合组织国家之间
架起了一座国际交流的连心桥。

如今，我们欣喜地看到，建设上合组织农业基地
已从我国单边倡议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集体行
动，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战略和推动我国农业对外
开放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正如上合组织秘书长张
明的评价，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遵
行“上海精神”，立足上合组织国家农业资源优势和
未来发展方向，努力建设面向上合组织国家的国际
农业合作交流平台，有力促进上合组织地区的农业
领域合作不断走向深入。

耕耘上合 展示中国农业示范样板

神州大地繁花似锦，满目绿荫，小麦生长已进入
灌浆盛期。而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斯坦小麦主产
区，则刚刚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到处呈现出一派春
耕备播的繁忙景象。

最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教授张正茂顾
不上休息，忙着为哈萨克斯坦的 40余名农场主作小
麦春播技术线上培训。其间，他介绍的小麦宽幅沟
播栽培技术火速“圈粉”。哈萨克斯坦阿尔卡雷克农
业试验站技术专家艾山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
请求推荐适合当地麦区种植的小麦品种和免耕精量
宽幅沟播机，这令张正茂深感欣慰。

2017 年以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爱菊集团签
订合作共建海外农业科技示范园协议。作为第一批
承担示范园建设任务的专家之一，张正茂组织中国
专家、外国专家在示范园筛选出优良品种，组装配套
相应栽培技术，做出样板，通过科技培训传授给农场
主和农民，爱菊集团则组织大面积种植生产，实行订
单收购。

虽然近两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能亲临现场
指导，但张正茂一刻也没闲着：筛选小麦种质材料、“屏
对屏”提供试验方案、“云端”指导种植技术……凭借对
农业的执着，他把中国的优质小麦品种种到国外，促进
了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的农业技术交流与合作，已经
成为名副其实的杨凌“农科使者”。

“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疫情早点结束，让
我们把更多优质的小麦品种和先进的种植技术输出
到上合组织成员国，促进国际合作和交流，帮助他们
提高产量。”张正茂目光坚定，娓娓道来。

与张正茂教授一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
院邹志荣教授则以另外一种方式为上合组织农业基
地建设辛劳奔波着。

沿杨凌大道南下，过高铁站后 1公里，往西有一
条城南路，顺着这条宽阔的大路西行 2公里，就可看
到路南的一大片设施大棚，这里正是上合组织农业
基地农业技术实训基地——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

目前，整个园区共展示了10余种不同类型、不同
科技水平的设施温室，集成了 1000 多项“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的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云计算、物联
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各种先进技术都融合在农业
生产过程中，称得上是农业产业的“最强大脑”，世界
农业的“科技之窗”。

而在这些先进技术的背后，饱含着邹志荣教授
的辛勤付出。奔着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目标，在园
区筹建过程中，邹志荣和西农大设施农业团队打造
了一个又一个创新点。

每逢接待团队参观，身兼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
总规划设计师的邹志荣，总是很自豪地讲述着示范
园里的智慧亮点。

如今，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每天都要接待八方
宾客，其中不乏来自上合组织国家的参观者。“参观
只是第一步，下一步我们将组织上合组织各成员国
学员进行实训学习，编制适应实训基地的教学内容，
让示范园更好地服务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学习需
求，真正把杨凌最新的农业科学技术传播出去，让它
们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言语中，邹志荣对未来充满
信心。

张正茂、邹志荣的故事，只是杨凌众多“农科使
者”参与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建设的一个缩影。在他
们的努力下，一粒粒裹挟“杨凌基因”的良种播撒在
上合沿线，一项项烙有“杨凌印记”的种植技术和栽
培模式传播到上合之畔，一批批带有“杨凌标识”的
海外试验示范基地落地见效破土而出……

一组数据最具说服力：借助区内高校优质农业
科教资源，创建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农业技术实训基
地 20 个，建成 13 个国际科研创新合作平台和 8 个国
际合作园，先后派出 73批 194人次专家团队进驻，示
范园筛选的良种及配套栽培技术在海外示范种植25
万亩，辐射带动当地群众种植超450万亩。

“援”缘不断 播种农业合作新希望

如果说开展农业技术示范是杨凌加快农业“走
出去”步伐的重要举措，那么开展援外技术培训则是
杨凌迈向世界农业舞台的一张靓丽名片。

“我是巴基斯坦学员法克·施拉。我很喜欢中国
农业经济发展课程，对我们发展农业经济很有启
发。”“我是柬埔寨学员塞伊汗·西恩。中国的农业灾
害保险是一项了不起的创举！”“我是孟加拉国学员
麦伦·巴曼。中国的农业企业孵化器（杨凌众创田
园），是鼓励发展新型农业经济体的好办法，很有新
意。”这是杨凌举办首场上合组织农业基地远程培训
后，各国学员通过网络向举办方发来的感言。

面对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上合组织农业基地
开启了线上实践教学新方式。3月17日，上合组织农
业设施类型与产业应用系列远程培训第二期讲座如
期举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程智慧说
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在为学员们进行线上教学。

作为一名援外培训老师，自杨凌示范区开展援
外培训以来，只要有设施园艺应用技术、设施蔬菜栽
培技术方面的课程，都会有程智慧的忙碌身影。在
程智慧看来，援外培训是杨凌国际农业交流合作的
一大特色，也承载着不少上合组织成员国对农业高
新技术的渴望。

在程智慧的办公室一直珍藏着一个小礼物，那
是一个外形酷似蒙古包的摆件，说起这个小物件，背
后还藏着一个故事。“记得有一次，我在为上合组织
国家援外培训班学员教授设施园艺课程时，一位蒙
古国学员手捧这个‘蒙古包’将它送给了我，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杨凌，像这样的感人故事还有很多。来自毛
里求斯的学员，在杨凌参加培训后主动邀请西农大
授课专家到毛里求斯举办讲座，并协助推广智能温
室，丰富了当地“菜篮子”；格林纳达农业部官员在杨
凌参加培训后，强烈要求组织农业专家赴格林纳达
进行培训，解决了当地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2019 年以来，杨凌已开展面向上合组织国家的
援外培训班 10期、380多名政府官员、农业科研人员
参加培训，培训规模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同时创新
开展面向上合组织国家的农业技术远程培训 20期，
教学视频点击量突破2.4万多人次，上合组织国家对
基地培训品牌的认可度和关注度进一步提升。

不仅如此，从 2005 年首次承担科技部援外培训
项目至今，杨凌已累计承办 134 期援外培训项目，为
11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 3300多名农业官员和技
术人员。培训场次也从 10 多年前的每年 1 至 2 期扩
大到每年 15期左右；培训语种从初期的英语到目前
的英、法、阿、俄、葡5个语种；培训对象从当初仅面向
农业技术人员，到目前的中高层政府官员以及学术
界和商界代表；培训内容从初始的“旱作农业”“节水
灌溉”两个主题到如今的经济管理、工程施工、中医
药、电子商务等10多个领域。

通过培训，越来越多的外国官员和技术人员掌
握了中国农业的“杨凌方案”，杨凌农业科技在“一带
一路”国家生根发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尤其是
2021年12月，“中非现代农业技术交流示范和培训联
合中心”落户上合组织农业基地，更为杨凌开启农业
合作新篇章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携手共进 谱写产能合作新篇章

轰隆轰隆，轰隆轰隆……
2021 年 10 月 29 日，随着悠长的汽笛声，一辆载

着来自上合组织农业基地优选出口基地苹果的专列

从西安启程发往乌兹别克斯坦，标志着上合组织农
业基地优选出口基地产品搭乘中欧班列走出国门，
远销上合组织国家。这也是陕西省首次通过中欧班
列将苹果运往乌兹别克斯坦。

贸易往来，一直是密切国与国产能合作的重要
载体。

走进占地3500亩的乌兹别克斯坦现代农业科技
产业园，花生、大豆、油葵等油料作物长势喜人，搭乘
中欧班列送抵这里的节水灌溉设备即将投入使用。

“5月12日，我们两名工作人员又奔赴乌兹别克斯坦，
投入乌兹别克斯坦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建设，致力
于将该园打造成杨凌对外合作的一个样板园区！”言
语间，杨凌现代农业国际合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
兵信心满满。

依托乌兹别克斯坦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2021
年杨凌现代农业国际合作有限公司完成了1000万元
的进出口贸易额，截至目前，已签订进出口合同约
350 万美元。“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自贸区、综保
区政策优势，依托中欧班列等平台资源，扩大贸易往
来。同时，持续推进乌兹别克斯坦现代农业科技产
业园等境外产业合作与技术示范园区建设，全面展
示推广现代农业发展新模式、新技术、新品种，扩大
国际农业贸易和产能合作。”杨凌现代农业国际合作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闵利乾表示。

短短 3 年时间里，随着陕西杨凌综合保税区通
过国家验收，跨境电商产业园初步建成，国家（杨
凌）农作物种质资源中转隔离基地项目获国家资金
支持，上合组织国家农产品加工产业合作园、上合
组织国家农产品物流园建设稳步推进……这些，无
不向世界展现着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建设的“杨凌速
度”，也让杨凌成为我国农业对外开放和创新发展
的重要载体。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两句中
国文学描写声音的巅峰之作所状拟的曼妙之声，似
乎正是杨凌与上合组织开展农业技术交流的生动写
照。如今，以国际合作和交流培训为纽带，杨凌在农
业领域的国际合作交流活动愈加频繁，农业新品种、
新技术源源不断“飞”出国门，为上合组织国家乃至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注入了现代农业的“中国元
素”。相信在不远的未来，这条起于上海的上合之
路，必将灿烂于杨凌这个农业融合之处，一首农业国
际合作的“交响乐”将经久传唱，绵延千里。

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扬帆再出发。站在新征
程新起点上，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杨凌示范区将以
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推动上
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建设创造新的辉
煌，为促进陕西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国家农业领域
对外开放、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农业现代化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本版文图由杨凌示范区党工委宣传部提供

陕西杨凌陕西杨凌

擘画新时代农擘画新时代农业对外交流新图景业对外交流新图景
——写在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建设三周年之际写在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建设三周年之际

——这是脚踏实地、以梦为马的三年，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农业技
术实训基地揭牌、现代农业发展研究院成立，上合组织现代农业交流
中心建成投用……一项项硕果是陕西杨凌交出的“上合答卷”。

——这是戮力同心、不辱使命的三年，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建设
已从我国单边倡议发展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集体行动，擘画了
一幅合作共赢、美美与共的全新图景。

——这是栉风沐雨、砥砺前行的三年，从不沿边、不靠海的中
国西部小城到上合组织国家农业交流合作，陕西杨凌正以包容、开
放的姿态迈向世界农业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