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2016年7月29日 星期五2016年7月29日 星期五丝路特刊
责编：田晓明 邮箱：tlang@139.com

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
陕西省委对外宣传办公室 合办

丝路特刊

1997 年 7 月 29 日杨凌示范区正式成
立，它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杨凌示范区成立以来，形成了

“核心示范—周边带动—广泛辐射”的总体
工作格局，为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可
持续发展和我国农业现代化做出积极贡
献。

今年以来，伴随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推
进，农业技术的创新以及农业高效性与个
性化，被热切关注。

在示范区成立近 20 年之际，我们跟随
“走出杨凌看示范”媒体采风团，行程 5000
多公里。走访了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区干
旱半干旱农业示范基地，见证着杨凌示范
区在农业供给侧改革中的成效。

示范园区：
助农增收在一线

据统计，农业经济结构不尽合理，企业
创新动力不足，农业科技支撑能力薄弱成
为中国农业的发展瓶颈，建立现代农业科
技示范园，将是解决农业提质增效与精准
脱贫的有效途径。

在腾格里沙漠南缘，曾经有一片贫瘠
的戈壁荒滩。那里常年风沙四起、荒无人
烟。近日，当我们驱车赶到这里，被眼前一
望无边的“绿色海洋”所深深震撼！

如今碧空如洗的天空漂浮着朵朵白
云，绿油油的甘草田在阳光的照射下焕发
着勃勃生机，自动喷灌机在田间忙碌地浇
灌着田地，丝毫寻不到昨日“白日黄云昏”
的印记。

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开垦这片荒漠的甘
肃菁茂集团总经理张世雄，这位西北汉子
黝黑的脸膛上透着一股倔劲，目光中透射

出内心无比的坚毅。他用毕生的精力带领
着农民走在边治理生态边致富的路上。

回忆创业初期，张世雄说：从2008年开
始，菁茂农业走上了“治沙兴绿”的道路，白
银地区受制于地域与气候等因素，干旱少
雨，在种植上，我们几经研究最终确定种植
甘草、枸杞、沙漠酥梨等适宜本地生长的农
作物。甘草是治沙植物，也是中药材，种植
甘草既能够防风固沙、改良土壤解决生态
环保的问题，又能够促进中药健康产业的
发展。甘草茎叶又是优质天然的绿色饲料，
非常适合饲养高品质的甘草羊。

说干就干，菁茂生态农业自主打造生
态“娜尔科”牧场，5万只甘草羊全部在此放
养，全面构建以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
甘草+（羊）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最终实现了
集团“横向”发展的战略布局，走出了一条

循环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企业的成功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在企

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技术难题”
与“发展瓶颈”，张总想到了远在陕西的杨
凌示范区，“2009 年，菁茂集团与杨凌示范
区建立合作，每年杨凌示范区都有专家蹲
点到园区进行指导与交流，他们在枸杞、甘
草等农作物种植加工技术上给予了大力支
持，并不断输送农科大的学生来此实习，从
多年的发展看，没有这样雄厚的技术支持，
集团的发展不会走到今天！”张总感慨地
说。

十年磨一剑。如今的菁茂农业在西北
的荒漠地带建设了 15000 亩的娜尔科生态
甘草园区，种植优质甘草近万亩，年生产鲜
草 15000余吨；甘草羊年屠宰量达 30万只，
系列加工产品 6000 吨；年加工甘草、黄芪、
党参等 15种地道药材饮片 2000吨，企业实
现年销售收入近4亿元。每年为当地农民农
闲之余带来约500多万元收入，帮助解决当
地就业数百人，在荒漠中走出了一条“生态
与生意、扶贫与发展互促共赢”的新路子。

校企共建：
技术扶贫拔穷根

在精准扶贫的道路上，科技与扶贫深
度融合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形成了“大
学+试验站+示范户+农户”快捷通道，让
技术服务与农民需求无缝对接，从而有效
解决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问题。
甘肃庆阳，这个早期农耕文明的发祥

地之一，4000 多年前“务耕种，行地宜”，开
启了先周农耕文化之先河。因地处全国苹
果生产最佳纬度区，已被农业部列入西北
黄土高原苹果优势带，素有“中国优质苹果
之乡”、“中国黄花菜之乡”的美誉。

在2012年之前，庆城县作为庆阳市一
个果业核心区域因其苹果产业布局、品种
结构不合理、规模化程度低、生产管理技
术落后等产业发展问题“裹足不前”，直
到2012年，庆城县引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合作共建甘肃庆城苹果试验示范站，这个
困顿已久的问题才得以完全解决。

在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示范站的工
作人员上田间下农户，不余遗力的改变着
庆阳苹果业的困局。短短 4 年间，通过推
广优质高效栽培技术，发展新技术和人才
培养，着力搭建苹果产业互助互利的发展
平台等系列措施。使得庆阳果业已初见成
效， 产量稳步提高，目前，农业创新所
带来的经济效益显著，惠及农户 3.8 万
户，覆盖苹果种植面积 28.7万亩，走上一
条“品种优、规模化、效益好”的全产业
链发展道路。

我们采访了当地农民李希恒，他感激
地说：示范站专家教授来到田间，“手把手”
指导我们苹果矮化栽培与间伐改形技术。我
的果园密度由原来每亩38棵降至17棵。在原
有树木减少的情况下，挂果量不仅没有减少，
而且优质苹果率达到95%，收益相比之前提
升了4至5倍，目前10亩产量5万斤。活儿轻
松多了，收入也增加了好几倍！

“示范站建站 4 年以来，充分发挥了示
范带动作用，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
化的新突破，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我们
学校也将把校外试验示范站整合到研究所
中，走出象牙塔，让科研成果写在祖国大地
上！真正造福于民！”全国著名农林专家、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赵政阳教授欣慰地说。

目前，庆城县新建矮砧密植示范园3.5
万亩，建成提质增效“间伐改形”示范园
3.2万亩，建成优质苗木生产繁育基地 480
余亩，培训果农 2.1 万余人次。仅 2015
年，全县苹果产量16万吨，果业产值达到
4.8亿元。贫困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10%以上。

实践证明，通过示范站带动辐射，实
现农业规模化、打造特色品牌，庆城县走上
了脱贫之路。

发挥科技示范辐射效应 促进一带一路经济发展

杨凌示范区为农业提质增效
吴绍礼 杨旭景

走出杨凌看“示范”采风纪实①

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
张仕珍 牟亦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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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仕珍张仕珍 牟亦玮牟亦玮摄摄

本报电（吴绍礼、党宇婷） 西安市委、市政府7
月 15日在南门举办了“西安市创建中华古都文化国
际旅游目的地暨 2016西安旅游嘉年华系列活动启动
仪式”，此次活动以“魅力古城，品质西安”为主
题，以“国际化、特色化、品质化”为标准，切实
做好西安旅游资源挖掘保护、旅游形象策划推广、
旅游品牌培育打造、旅游产品丰富提升等各项重点
工作的同时，不断提升西安的国际吸引力、国际认
知度和综合服务水平。

开幕式现场，各区县、开发区就上半年开展旅
游业发展“五个一”工作取得的成绩进行展示。同
时，为配合“创建”工作，丰富西安暑期旅游市
场，此次还推出了大唐芙蓉园暑期激情桑巴狂欢
节、曲江海洋公园海洋极地狂欢季、第三届民族爱
情寒窑狂欢季等系列嘉年华活动。并积极践行旅游
惠民宗旨，推动景区设立市民免费“开放日”，推出
各项旅游优惠活动。

据了解，包括西安等 30个旅游目的地创建中国
国际特色旅游目的地，西安认定为“中华古都文化
国际旅游目的地”。同时，西安市将启动旅游数据中
心建设、旅游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用3至5年时间建
成西安市旅游数据中心。

魅力古城 品质西安

西安创建国际旅游目的地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沿线地区的发展，临空经
济日益活跃。东方航空集团党组书记马须伦说：在“一带
一路”上的运力投入中，东航主要围绕三个点来推进：一
是上海，这是东航的大本营，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
二是昆明，推动到南亚、西亚等区域的航线布局；三是西
安，这也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一带一路”动力提速投放 抓住契机提升东航形象

伴随东航“一带一路”航点开通、运力投放迅速扩容
的同时，东方航空西北分公司地服部要客分部明确自身
定位和优势，并以此为良好契机提升东航形象，着重突
出东航特点与特色，温暖服务伴随高端旅客成行。

2016 年 5 月 15 日，东航西北分公司 V1 贵宾休息室
服务员在厅内巡视时，发现一位旅客脸色苍白，双目紧
闭靠在沙发上，马上询问旅客身体情况。这名旅客说自
己十分难受，工作人员立刻致电机场急救中心。该旅客
乘坐的 MU2956 航班已开始登机，医生对旅客检查后，
得知只是短时间的身体虚脱，及时为旅客补充了葡萄糖
水。此时，距离登机结束还剩11分钟，分部工作人员立即
将旅客可以成行的信息，反馈给调度和旅服分部，并派
专人送旅客登机，详细与乘务组交接了旅客具体情况。
在MU2956航班抵达目的地无锡后，要客分部值班服务
员又致电旅客，仔细询问身体状况，这名旅客非常感动，
对东航的服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肯定。

旺季生产任务重压力大 要客分部保驾护航
每年的 7 月至 9 月，是东航一年一度的旺季生产

期，却遭遇了连续多天的雷雨天气，导致航班大面积
延误。对要客分部来说，北京、上海是每天工作任务
最繁重的两条航线、要客多、两舱两卡旅客多，一旦
航班延误，分部压力巨大。但是，全体要客分部人员
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而是主动迎接挑战，一方面加
强航班信息通报，另一方面积极主动与旅服分部联系
与合作，协助旅客改签航班，安排延误旅客的食宿。
航班乱、工作流程不能乱，为旅客提供的服务及帮助
不缺失，妥善安排高端旅客前往其他休息室休息，使
高端旅客服务不间断。

工程院院士赵文智一行两人，原定当日下午 14∶
05 乘坐 MU2109 航班前往北京。但飞机因天气原因，
不得不推迟到 17∶20从西安起飞。贵宾厅服务人员第
一时间将延误信息通知了要客。但要客要求：务必想
办法为他改签到 16∶00前起飞到北京的航班。要客分
部立即派专人和国航代办及机场值机经理沟通联系，
全力为赵院士争取到了一张国航CA1224机票，并办好

了值机手续，保证了要客本人的顺利成行。送赵文智院士登机时，他对要
客分部的这种急旅客所急，想旅客所想的服务意识、快速处置及现场协调
能力非常满意，极力称赞。

要客分部紧紧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凝心聚力，
改革创新，锐意进取，从细微入手，积极、缜密部署各项安全服务保障工
作，竭诚为高端旅客提供安全、准点、舒适、周到的优质服务，确保各项
工作安全有序运行。为2016年的旺季生产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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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钱明辉、李志成） 2016 年是全面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年，为提升辖区群众对“一带
一路”建设的认知，近日，江苏滨海边防大队组织民警
走进辖区群众家中，为群众解读“一带一路”政策。

期间，官兵通过张贴海报、悬挂横幅、发放知
识问卷、受理咨询等方式让辖区群众更加了解“一
带一路”的含义、内容、意义以及将给沿线国家和
群众带来的“福利”，引导辖区群众更加明晰在融入

“一带一路”中有何作为、该如何作为，充分调动了
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

滨海边防深入社区
向群众解读“一带一路”知识

图为甘肃白银箐茂农业的万亩甘草地

“走出杨凌看示范”媒体采风行出发仪式

陕西铁路迎来新的“高铁时代”。
近日，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会

同交通运输部、中国铁路总公司印发公布了《中长
期铁路网规划（2016-2025 年）》。按照该规划，我国
将建成广覆盖的全国铁路网、现代的高速铁路网、
一体化的综合交通枢纽。

其中，支撑陕西省长远发展的一批重大工程成
功纳入规划，全国“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涵盖了陕
西省“两纵两横”高铁通道（京昆、包海、青银和陆
桥），陕西省在中长期铁路规划中将形成“1 米字形
高铁网、1关中城际网、1批路网通道项目、1西安综
合铁路枢纽”的发展格局，陕西在全国铁路运输网
络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5年陕西铁路建设3500公里

根据该规划，到 2020 年，我国一批重大标志性
项目将建成投产，铁路网规模达到 15万公里，其中
高速铁路3万公里，覆盖80%以上的大城市；到2025
年，铁路网规模达到 17.5 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速铁
路 3.8 万公里左右，更好地发挥铁路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保障作用。

高铁方面，我国将形成以“八纵八横”主通道为
骨架、区域连接线衔接、城际铁路补充的高速铁路
网。普速铁路方面，我国将完善东部网络、扩大中西
部路网、提升既有路网质量，形成覆盖广泛、内联外
通、通边达海的普速铁路网。交通枢纽方面，我国将
按照“客内货外”原则，优化铁路枢纽布局，完善系
统配套设施，构建包括北上广及西安在内的19个综
合铁路枢纽。

按照上述规划，未来5年，陕西省铁路建设规模
约 3500 公里，投资将超过 2000 亿元，将着力抓好 4
方面任务：一是建成西成、西银高铁及西安火车站
改扩建等 8个续建工程。二是基本建成西包、西武、
西渝高铁及延安至太原高铁，构建陕西省快速连接
全国的“米”字形高铁网。三是全面建设关中城际铁
路网。四是加密区域干线铁路网，实施西安枢纽高
铁环网，提升西安综合交通枢纽能力。到2020年，陕
西省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6500公里，货运能力突破 5
亿吨，客运量突破 1.8 亿人次，形成“三纵五横八辐
射一城际”铁路骨架网，基本实现“关中通城际、市
市通高铁、快速通全国”发展目标。

高铁带动“一日交通圈”形成

回望陕西高铁的发展，是一串串闪光的足迹。
2007年，中国铁路第六次大面积提速，西安铁路

局在陇海铁路西安至宝鸡段开行时速200公里“和谐
号”国产动车组。陕西成为当时西部唯一开行200公里
动车组的省份，对促进关中城市群乃至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被誉为“西部第一速”，
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铁路开启“动车时代”。

2010年2月6日，同处北纬34°的
两座城市——西安和郑州，因为一条
高铁的连通，开始了新的双城记。中国
中西部第一条高速铁路——郑西高铁
正式开通运营，陕西率先迈入西部“高
铁时代”。

2011年 1月 11日，西安北站开通
运营。这座由西成、大西、徐兰、银
西等多条高速铁路交汇的枢纽型车
站，成为关中城际铁路网的中心车

站，让西安有了新地标。
2012 年 12 月 26 日，世界运营里程最长高铁

——京广高铁全线开通运营，与郑西高铁交汇成
网。西安至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多趟动车组列
车开行，古都西安与多地省会城市成功“握手”。

2013年12月28日，西宝高铁开通运营。这座架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首条高铁，承载着经济发展
之梦，将科技与文明一路向西延伸。

2014 年 7 月 1 日，大西高铁西安北至太原南段
开通运营让秦晋两省“好上加好”。

高铁的快速发展为三秦百姓出行勾画出新的
交通版图。现在从西安出发，先后可直达北京、
郑州、深圳、太原、延安、广州、武汉、长沙、
上海等城市。以西安为中心，10分钟到咸阳，20分钟
到渭南，半小时到华山、杨凌，1小时到宝鸡的“省内
交通圈”和2小时到郑州，3小时到太原，4小时到武
汉，5 小时到北京，6 小时到长沙，8 小时到广州，10
小时到上海的“省际交通圈”已经形成。

西北最大的动车“5S”店8月底竣工

不断增开的线路，为高铁动车组列车的检修提出
了更高要求。我们从西安铁路局了解到，作为西北最
大的动车组列车“5S店”，西安动车段工程已进入最后
施工阶段，设备安装率已达60%以上，将于8月底竣
工。届时，西安动车段将承担郑西、大西、西宝、西成、
西银和关中城际铁路等动车组列车的检修任务，具备
一年检修300列（8编组）动车组列车的能力。

西安动车段项目位于西安北客站正西2.5公里
处，北邻既有的西安北动车所，占地面积 750亩。之
所以叫“5S”店，是因为它除了对动车组列车进行常
规的保养外，还能进行转向架的维修等，提供“深度
保养”，可祛除动车各项“病症”，保证每组动车尽快

“康复”，安全健康运行。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据陕西省发改委工作

人员介绍，未来，随着郑州至徐州、宝鸡至兰州、西
安至成都、西安至武汉、银川至西安高铁的相继开
通运营，陕西“米”字形高铁网将进一步得到完善，
区位枢纽优势将更加凸显。

陕西高铁“一日交通圈”形成
西安可直达北上广深等城市

李 艳 王传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