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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

千年古都释放科创引力

“放吊桥，开城门，迎贵宾！”陕西西

安永宁门外的礼乐声，骤然将游客拉回

千年前的盛世。

站在城墙向西南方向远眺，纵横交

错的交通路网、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

铺陈一幅“科技感 ”十足的现代画卷 。

那里是城市发展脉搏跳动最强劲的区

域之一——丝路科学城。

2021 年 6 月，西安高新区发布丝路

科学城建设规划。这座拔地而起的未

来之城，定位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硬

科技创新策源地、具有前沿引领性的新

兴产业衍生地和‘一带一路’顶尖人才

首选地”，寄托着古都西安“续写千年友

谊、重振丝路辉煌”的美好愿景。

记者踏访丝路科学城，随处可见宽阔

平坦的交通干道、火热开工的建设项目、

星罗棋布的生态公园、量质兼具的“医教

居”配套，新兴产业聚集发展，产城融合初

步形成。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杨华

介绍：“我们计划通过 10 年的努力，将丝

路科学城打造成产城景深度融合的创新

之城、未来之城、开放之城。”

与丝路科学城南北相望，位于西咸

新区的秦创原平台经过两年多建设，正

加速释放科创潜能。

人机对弈的机器人“象棋高手”、自

动驾驶地铁的模拟体验、形态各异的无

人机……走进秦创原总窗口综合服务

中心，一项项科技创新成果让人啧啧称

奇。税务服务、政策服务、金融服务等 7

大类 10 个服务窗口整齐排列，工作人员

正在紧张有序地忙碌。

一家生物科技企业的负责人温先

槟，向记者现场演示一项实验。小金鱼

在零下 196 摄氏度的液氮中急速冷冻，

放入温水后，金鱼在短时间内“复活”。

“我们在 2021 年落地秦创原，手续一周

之内全部办成，标准化、专业化的一站

式服务高效便捷。”温先槟说，多项创新

扶持政策协助企业对接高校科研、人才

等诸多宝贵资源，为企业提供了实实在

在的福利。

西安市科学技术局相关负责人李

建勋介绍，秦创原平台通过厂房租金减

免、专人引导项目申报、“科技经纪人”

牵线对接市场等一系列服务举措，鼓励

高校科研成果从“书架”走上“货架”，加

速释放科创潜能。

在丝路科学城、秦创原等平台吸引

下，行业龙头企业扎堆落户，中小企业

破茧成蝶。正如一家光伏科技企业负

责人感慨的那样：“来自秦创原的政策

供给是阳光、产业配套是土壤、科技金

融是活水、共享赋能是空气，这里已经

形成一个既有‘蚂蚁’也有‘大象’的‘热

带雨林式’创新生态系统。”

一抔土——

“山沟沟”捧起“金饭碗”

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

记者来到中国杨凌耕地保护与质

量提升创新中心，工作人员正在仪器前

研究土壤样本，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

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持。

走进样本库，数米高的置物架上摆

满 了 瓶 子 —— 陕 西 的 黄 土 、东 北 的 黑

土、福建的红土……来自全国各地的土

壤样本收藏在容器中，详细标注着取样

地、经纬度、种植作物等信息。负责人

罗林涛介绍，这里共收录 11.4 万个土壤

样品和 1000 余个土壤剖面样本，涵盖耕

地、林地、草地、盐碱地等。

近年来，中心推广新型固沙造田技

术，向毛乌素沙漠的风沙土添加富含粘

土矿物的土壤，并根据种植作物的生长

特点采用不同比例。荒地变粮仓，这家

创新中心被形象地称为“土地诊所”。

以地保粮、以粮富农，是“土地诊所”

努力的方向，保障第一产业的高质量生

产，促进农村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罗林

涛举例解释道：“油菜籽可以榨油，油菜

花可以发展乡村旅游。而油菜花和油菜

籽质量高的共同前提，是健康的土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产一

方物。围绕做好“土特产”文章，陕西省

各县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清晨 5 点，当天第一批富硒大米、香

菇、木耳、黄花菜等农产品运抵石泉县

富硒食品产业园，经过分类择洗，送上

园区内 31 家预制菜企业生产线。仅需

2 个小时，一道道包装精美的预制菜便

装上冷链车，发往全国各地。

“今年上半年，富硒食品加工企业

帮助 5 万余人增收，成为推动石泉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的领头

产业。”石泉县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

作为全省富硒大米主产区之一，石

泉县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蹚

出一条城乡融合新路。

5 岁的文弥月右手攥着一把带着稻

香的泥巴、左手拎着小竹篮，飞跑到母

亲文洁面前，展示着自己在“田间课堂”

的学习成果。

位于石泉县城关镇的田园综合体，

融合了富硒食品加工、乡村旅游、研学

教育等多样业态。“正好这边稻谷丰收

了，就想带娃过来看看。”文洁说，自己

通过社交媒体发现这个“田间课堂”，趁

周末带孩子走进田间地头，弥补“离城

市近了、离自然远了”的遗憾。

不 只 是 石 泉 一 地 ，陕 北 苹 果 产 业

带、关中奶山羊产业带、秦岭南北猕猴

桃产业带……一条产业链，盘活一地经

济。陕西省农业农村厅相关领导介绍：

“2022 年，我们实现全省‘空壳村’全面

清零。未来将不断巩固‘清零’成果，争

取今年底集体经济‘薄弱村’比例降至

25%以下。”

一座山——

绿水青山重现往日矿区

优雅的朱鹮引颈展翅，可爱的大熊

猫 享 用 翠 竹 ，顽 皮 的 金 丝 猴 追 逐 嬉

闹 ……巍巍秦岭，一条条绿色沟谷串起

多彩的生态空间。

一路采访调研，记者反复听到一部

法规的名字——《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条例》。这部省级条例施行后，陕

西省关停不合规的小矿场，清理不达标

的小水利，划定水资源涵养区、动植物

保护区，落地多项清洁能源项目。

向污染宣战的同时，陕西省发展方

式转型的步伐也在加快，不断提高“含

绿量”，降低“含碳量”。

在毛乌素沙漠南缘，坐落着一座现

代化、智能化矿山。智能巡检机器在矿

井深处精准执行操作指令，无人驾驶运

输车在巷道上行驶，全然不见灰尘漫天

的景象。

位于神木市的小保当煤矿，建成投

产 全 国 最 大 的 智 能 化 煤 矸 石 充 填 系

统。一块块煤矸石经过粉碎、注水处理

和管道输送，再次回到地层深处，成为治

理煤矿采空区地表沉陷的“基石”。多年

来，他们还开展植树造林，恢复矿区生

态，已完成矿区周边植被绿化 800 余亩，

植被覆盖率超过 90%。

“生态绿”取代“煤炭黑”，“两季有

花、四季常绿、林在矿中、矿在林中、人在

景中”的花园式矿区，书写能源产业绿色

转型的新篇章。

“我们工厂最大的特点，就是绿色

环保。”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的中控显

示屏前，一家节能建材企业负责人冀佳

伟介绍，他们生产的各类板材不仅质量

过硬，更通过科学利用尾矿资源，使企

业经济效益提升 10%。

尾 矿 ，是 在 矿 山 开 采 中 产 生 的 废

渣。作为曾经的资源大省，陕西省境内

大小矿场积压的尾矿数量庞大。从实

验室到生产线，尾矿废渣变身微晶玻璃、

陶瓷、水泥，成为环保建材的主要原料。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安康

市，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涵养

区。为保一江清水，当地大力发展山林

经济、生态旅游，特色产业连年高速增

长，群众真正享受到“生态红利”。

曾经烟尘笼罩而在卫星图像中“消

失”的铜川，成为绿色能源企业集聚的

科技新城，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额完成

指标；曾经杂草丛生的大荔县盐池洼，

从盐碱荒滩变身水天一色、飞鸟成群的

湿地公园；曾经为达环保指标“投产即

亏损”的煤炭矿井，购入国产智能开采

设备，实现综合降碳循环，使企业在环

保指标下实现量效双增……广袤的黄

土地上，陕西省正在走出一条适合自己

的绿色发展之路。

三秦大地的蝶变新生
—解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篇章

■本报记者 刘小红 卢东方 付 语 张轩玮

9月 23日，秋分。

这一天，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在浙

江杭州隆重开幕，各地农民喜迎第六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

也是在这一天，被誉为“中国农业奥

林匹克盛会”的第 30届中国杨凌农业高

新 科 技 成 果 博 览 会（简 称“ 杨 凌 农 高

会”），在陕西杨凌落下帷幕。

创办于 1994年的杨凌农高会，始终

秉承“服务三农”的办会宗旨。不断涌现

的新科技、新产品、新农民、新朋友，正是

杨凌农高会“三十而立”的最大底气。

新科技

听闻以土壤健康为主题的国际论坛

将在本届农高会期间举办，陕西一家生

物科技企业负责人吕周锋充满期待，他

已连续 25 年参加农高会。“希望通过土

壤健康论坛，呼吁更多农业从业人员，将

生产方式向优质、高效、安全、健康的生

态农业转变。”吕周锋说。

杨凌农高会创办 30年来，已从最初

的地方性专业展会发展为目前全国规

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农业科技

展会。

数据显示，杨凌农高会累计参展项

目及产品超过 18万项，发布推出科技成

果和专利 1.2 万余个，促成投资与交易

额超过 1万亿元。

新农民

来自杨凌的农民李海平通过杨凌农

高会引进“物联网系统”，他的葡萄商品

率从 65%上升至 90%，园区年利润超过 50

万元；洋县贯溪村农民张伟东在农高会

上学习小盆景工艺品制作技术，带领村

民种植各类盆景 1000余盆……

杨凌农高会不仅打造以科技引领推

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平台，也培育了越

来越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

业农民。据介绍，杨凌培养的新型职业

农民中，已有 2200 余人通过初、中级资

格认定，40余人通过高级资格认定。

新朋友

“绿豆、芸豆、黑眼豆品质很好，蜂

蜜、糖果也很受欢迎……”在杨凌农高会

国际农业交流合作展上，乌兹别克斯坦

一家贸易企业的工作人员操着一口流利

的中文介绍展品。

1999年，第六届杨凌农高会首次有

国外客商参会，如今，参展参会的国外政

要、国外涉农专家、国外企业家逐年增

多，国际知名大企业不断增加。

30年来，杨凌农高会累计吸引 70多

个国家涉农企业和科教单位参展。涉外

展位增幅连年保持在 10%以上，杨凌的

国际“朋友圈”越来越大。

（综合各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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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9月 21 日，在陕西延安科技馆“天宫课堂”第四课地

面课堂，学生在向航天员提问。

图②：第 30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在“中国

农科城”陕西杨凌开幕。图为观众在参观农作物样品。

图③：开行于 2013年 11月的中欧班列长安号，是“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后全国最先开行的中欧班列。图为列车驶离西安

国际港站。

本版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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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将至，三秦大地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
洛川的苹果、眉县的猕猴桃、石泉的富硒大米，陕南、陕北、关中，处处洋

溢丰收的喜悦。
累累硕果，不只结在田间枝头。因地而生、因时而兴的生态村镇星罗棋

布，高效运转的现代生产线全年无休，曾经风沙漫天的黄土地绿进沙退……
一场覆盖工业、农业、环境、民生等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变革，已在古老的
三秦大地成效初显。

今年 5月，习主席在听取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陕西在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
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

9月上旬，记者跟随“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采访团来到陕西，感受这里的蝶
变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