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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8月 31日，国家
决定设立陕西、辽宁、四川等
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其中，
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总体
方案中，杨凌片区以其鲜明
的农科特色引人注目。在中
国11个自贸区总计33个片
区中，杨凌片区将是以农业
发展为内涵的板块。

践行“五个扎实”，矢志
追赶超越。如今，杨凌示范区
正立足国家使命，落实陕西
省委省政府关于自贸区建设
的决策部署，全力打造世界
一流农业特色鲜明自贸区。
以农业科技创新、示范推广、
农业国际合作为重点，杨凌
自贸片区将全面扩大国际农
业领域合作交流，打造“一带
一路”现代农业国际合作中
心，建设世界知名农业科技
创新城市。

在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农
业高新区建设农业自贸片
区，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
验区杨凌片区作为陕西乃至
全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加
分项”，从一开始就承载着党
中央、国务院和陕西省委、省
政府的殷切期望。

①创开放交流新高地

2016年8月，丝绸之路经济带
农业企业创新联盟在杨凌成立；
2016 年 11 月 5 日，第 23 届中国杨
凌农高会开幕第一天，丝路科技
教育联盟在农科城揭牌成立……
从企业间的自发组织到高校间的
学术联盟，在杨凌示范区，以现代

农业为核心特色，面向“一带一
路”深化开放交流正在成为杨凌
自贸片区建设的重要支撑。

依靠杨凌示范区现代农业国
际合作交流的品牌优势，杨凌自
贸片区将在每年培训亚非拉农业
技术官员300多人次的基础上，持
续放大优势。建设包括杨凌国家
旱作农业援外培训基地、联合国
旱作农业技术参考中心，拓展农

业援外培训的深度和广度，打造
农业科技人文交流新高地。

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领域对外
开放的重要窗口，中国杨凌农高
会正在日益发挥出引领国际农业
合作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桥
通东西、纽连欧亚，在全面发挥中
国农高会多层次平台优势的基础
上，杨凌自贸片区将进一步彰显
现代农业特色，鼓励支持各类市

场主体在杨凌汇集，特
别是汇集了“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优质农
业资源。推进以色列节
水灌溉技术、德国农业
机械、荷兰牛奶鲜花、
法国谷物红酒、英国渔
业深加工等优势涉农

商品在杨凌落地，打造国际农产
品展示交易中心。

坚持将“引进来”和“走出
去”作为同步发力点，杨凌自贸
片区将重点在创新国际农业合作
机制上实现新突破。自贸区将为
国内农业企业“西进”丝路沿线
搭建服务咨询平台。今年，自贸
区将率先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
和荷兰 3 个国家建立中国杨凌海
外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助推国内
农业企业在国外快速成长，做大
做强。同时，为加快国外先进农
业科技成果在国内落地，实现产
业转化，自贸区将在杨凌建设国
际农业科技商务平台，深化对外
开放合作新内涵，打造对外开放
交流新高地。

③拓展投资贸易空间

在中国最权威的品牌价值评价
中，“杨凌农科”品牌价值高达661.9
亿元，位居全国区域品牌价值第二。
随着杨凌自贸片区建设的稳步实
施，“杨凌农科”品牌在国际投资贸
易中，绽放新的精彩。

以提升“杨凌农科”品牌国际影响力为龙
头，杨凌自贸片区将吸引国际农业品牌及相关
产业在区内聚集，带动农业投融资在杨凌落
地。积极创建杨凌国家农村金融创新改革试验
区，推动组建国内首家农业科技型银行，为国
际农业投资贸易提供完善的公共金融服务。于
此同时，杨凌还将利用自贸区政策优势，在国
际农业债权、国际农业保险、国际农业风险投
资和国际农业期货交易上拓展新空间。

杨凌自贸片区将建设集保税加工、保税物
流、进出口贸易、采购分销、展示展览等功能于
一体的杨凌综合保税区。建设进境肉类、水果、
粮食、种苗等综合性指定口岸，建设国际化综
合性农产品检测检验中心，加快推进农产品标
准物流园区和大宗农产品综合仓储物流中心
建设。打造现代农业领域跨境电商平台，发展
冷链仓储、鲜果加工、生鲜物流等配套产业。整
合陕西优质特色农产品，重点发展苹果、猕猴
桃、核桃、大枣、茶叶等大宗农产品对外贸易，
发挥杨凌出境农产品高性价比优势，抢占丝路
沿线国家农产品消费市场。

杨凌自贸片区将率先引进丝路沿线国家
特色农产品，畅通外国优质农产品销售渠道，
打造以“杨凌农科”为主的大众消费品牌。
依托杨凌示范区海外涉农产业园区，在鼓励
优质小麦、牧草、食用油进境销售的同时，
向外输出内含杨凌科技的优质农资、种子，
大力发展外向型农业科技服务业。积极推动
杨凌职业农民在丝路沿线国家有偿提供农业
科技服务，进一步强化杨凌自贸片区对农业
服务贸易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②构建制度创新新平台

杨 凌 自 贸 区 将 主 动 融 入 中 国
（陕西） 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发展大格局，
敢于“披坚执锐、攻坚克难”，建设制度创新
新平台。

突出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的核心
要求，杨凌自贸区致力于构建国内一流的制
度创新环境，深化与省内、国内其他自贸片
区的协同联动，持续激励和积淀制度创新成
果，寻求凝聚全域参与自贸区建设的“最大
公约数”。

按照陕西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
杨凌自贸片区将积极承接政府下放和委托
的 217 项省级管理事项，分领域、分层次

地复制推广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
区的 100 多项制度创新成果，尽快形成有
突出特点和侧重点的制度创新格局。

通过探索复制推广上海、广东、天津、福
建自贸区成熟的改革新模式和新办法，杨凌
自贸片区将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推进各项制
度创新。通过创设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
全面推行“七证合一、八项联办”的审批服务
模式，杨凌自贸片区致力于打造创新型政
府，设立行政审批局和市场监管局，进一步
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激发各类市场主
体、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

在对外
贸 易 中 ，杨
凌自贸片区
将加强与上

海、广东、天津等自贸区港口、口岸的实时联
动，推动提升内陆口岸运行效率，提高内陆
地区贸易通关便利化。积极引进欧洲、北美、
澳洲优质农产品技术标准，以建设国际标准
出口农产品示范产业园、打造农产品外贸出
口基地为抓手，提升国内质量标准和制度创
新，提升国内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全面推进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
遇及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按照内外资一致
原则，在杨凌自贸片区，外商投资项目实
行备案制，重点在种业、农业服务业等领
域完善制度配套和相关协调机制，放宽对

境外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权比例、业务范
围等准入限制，提高开放度和透明度。杨
凌自贸片区支持引进外资专业保险公司和
融资租赁公司，允许各类投资主体在自贸
区设立农业金融相关中介服务机构，积极
探索涉农企业境外投资新模式，开展农业
国际金融合作，帮助涉农企业利用好 “两
种资源”、“两个市场”。

穿越千年时空，聆听悠悠驼铃。最先由
农业交流合作发轫的丝绸之路，又将迎来一
抹鲜亮的“绿色”。“志不求易者进，事不避难
者成。”杨凌自贸片区将通过不懈的改革试
验，建成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国际
化、监管创新化、环境法治化的农业特色鲜
明的国际一流自由贸易区，成为现代农业国
际合作中心和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城市。

杨杨凌凌：：打造打造世界级农业自贸片区世界级农业自贸片区
吴绍礼吴绍礼

3月初，秦岭北麓的西安市户县太平峪已是春意
盎然。太平峪里的万花山风景区以山清水秀远近闻
名，一到节假日，前来登万花山、游太平寺的游客络绎
不绝，景区周边的农家乐更是生意红火。谁能想到，在
十几年前这里还是穷乡僻壤，人迹罕至。如今的万花
山风景区是户县家佛堂村党支部、村委会一班人带领
全村村民克服重重困难建成的。

能人带领乡亲创业

家佛堂村如今共有5个村民小组，157户、566人，
是陕西省级贫困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除两三户群
众是砖瓦楼房之外，其余都是土坯瓦房，
村内的道路全是土路，基础设施条件极为
落后，村民生活困难，只能四处借债。但在
2000年，家佛堂村迎来转机。

当时村委会改选，在外面承包工程小
有成就的 33 岁的冉拥军决定回村报效乡
里，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从 2014 年底担任
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冉拥军回忆说，当年母
亲哭着问他：“放着好日子不过，为什么要管这个烂摊
子”。他说，当时一个朴素的想法支撑着他：不能让乡
亲们吃不饱饭、娶不起媳妇、住不上砖房。班子成员上
任初始，就完善了民主议事制度、民主理财制度、学生
上学奖励制度、村干部学习制度等规章制度。

1999 年，西安高新科技学院落户太平峪家佛堂
村，为家佛堂村经济起步带来机遇。2000 年，冉拥军
和村领导班子找行家做出规划，组织群众浆砌河堤，
动用大型机械推平场地；跑手续、跑资金，抓项目建
设，历时近一年，投资近100万元，建成了占地3亩共
30 间门面房的家佛堂商贸一条街。商贸一条街不仅
为家佛堂村集体经济带来新的契机，也解决了部分群
众的生活问题，群众收入翻了一番。

精准扶贫发展旅游

近几年来，当地旅游业蓬勃发展，太平峪以山清
水秀成为秦岭北麓一个重要的旅游聚集地，吸引了众
多游客前来。如何依托资源优势让百姓脱贫增收，成
了一件大事。在西安市旅游局帮扶下，政府鼓励村民
开办“农家乐接待点”，对有困难的家庭及时帮助。经
过努力，目前全村已有 63 户村民开办了自己的农家
乐，市旅游局给他们还制作了牌匾，每户平均年收入
6万元以上。

2012年底至2015年7月，家佛堂村“两联一包”帮

扶单位——西安市旅游局投资 30 万元，为太平万花
山风景区及家佛堂村设计、安装标志牌，印发宣传册
10000份，刷制100平方米文化墙，对80余户农家乐进
行业务技能和餐饮服务接待礼仪培训。同时为家佛堂
村及太平万花山风景区进行指导、协调，争取省、市、
县基础设施项目资金400万元。

改造开发风景区

太平万花山风景区位于秦岭北麓西安市户县段
太平峪家佛堂村冉家湾小组黄岩沟内，自然风光秀

丽，是隋唐时期的皇家御园，内有太平宫寺、云际寺、
橡山寺、卧龙寺等宗教寺庙传承至今。其中唐太平宫
寺占地约 5.2 亩，目前仍有僧众进行佛事活动。1997
年起，冉家湾村民小组依托太平宫寺建设万花山瀑布
公园（后更名为太平万花山风景区），并逐渐在西安周
边具有了一定知名度。

2012 年 5 月 8 日，家佛堂村组织召开群众大会，
48户群众为代表入股，举全村 150余户之力，注册成
立了西安万花生态农业庄园有限公司。为弥补资金缺
口，村主任冉拥军放弃在外承包的工程，转让苦心经
营多年的建筑安装公司，变卖资产，共筹集3000余万
元，合力推进景区建设：按照整体规划完善景区配套
设施，在原冉家湾和黄岩村民小组9户群众分散居住
的宅基地上，改造提升万花游客服务接待中心，筹划

历史遗迹恢复等工作。
在全市开展的“两联一包”活动

中，由西安市旅游局对口帮扶家佛
堂村。市旅游局协长安大学依据《陕
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为太
平万花山风景区重新编制了整体规
划，计划通过 3年时间，提升景区基
础设施建设水平，创建国家 AAA景
区，以产业带动增加群众收入，实施
全村精准脱贫，迈出了山区人民因

地制宜发展生态旅游的一大步。
公司成立之初，按照《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条例》的规定，委托有资质的单位编制了《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地质灾害评价报告》等上报户县秦岭办。
2013 年 10 月 12 日，户县秦岭办随文附《西安市企业
投资项目备案表》《项目环境及影响报告表环评情况》

《项目节能登记表》《项目规划的初审意见》《国土资源
用地预审意见》《文管局意见》等上报西安市秦岭办。
2016 年 6 月，该项目被纳入西安市“十三五”全市 42
个重点在建旅游项目之一。2016 年 11 月 26 日，陕西

省国土厅执法局对例行督察存在问题进行了省级验
收，太平万花山风景区通过了验收。2016年 12月，国
家环保部陕西督导组对西安的例行检查中，万花山风
景区通过验收。2017 年 1 月 4 日，国土部西北督察局
对户县例行督察整改情况进行验收，万花山风景区项
目已基本通过验收。

景区于2015年6月开始试运营。通过采取由公司
出资收集村内和景区内垃圾运往垃圾处理站、污水处
理等措施，太平万花山风景区及周边环境得到极大改
观。项目安置了本村劳动力76人（其中残疾人5人，贫
困家庭劳动力12人），间接安排社会劳动力160余人。
在景区工作，村民再也不用在外四处奔波了。冉拥军
因此荣获 2016 年“陕西省十大杰出村官”，家佛堂村
支部也荣获西安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

早在十几年前，村三委会就全面实现了退耕还
林，如今整体森林覆盖率已经在 96%之上。群众没有
了土地，依托山水发展生态旅游是绝佳的选择，家佛
堂村的生态环境因为村民们的行动变得更加美好。

截至 2016 年底，家佛堂村人均收入已突破 1 万
元，达到了整体脱贫的标准，基本上家家都建起了楼
房，全村大约每两户就拥有一辆私家车。2017年的元
宵节，家佛堂村在太平万花山风景区接待中心大礼
堂，举办了第一届由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元宵晚会。
这在以前不敢想的事，现在家佛堂村都实现了。

陕西榆林市吴堡县把文化旅游产业作为县域
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和转型升级的支柱产业来抓，依
托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旅游资源，全力打造“沧桑吴
堡、望今怀古、晋陕旅游第一站”的文化旅游品牌。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吴堡石城，被誉
为“华夏第一石城”，是全国保存最完整、建筑历
史久远、文物价值极高的石头城，被评为中国最
具价值文化 （遗产） 旅游目的地景区。该县围绕

“一心、二线、八景区”规划，构建全域旅游产业
格局。吴堡将投资 2 亿余元，精心打造以“铜吴
堡”边防要塞观光和陕北建筑文化展示为主的千
年石城旅游景区。目前已完成吴堡石城南通道主
体工程，今年将继续投资 610 余万元，完成石城
保护与开发一期抢险工程。

走进吴堡黄河二碛风景区，因其气势仅次于
壶口瀑布，故又被人称为“天下黄河第二碛”。吴
堡县投资4500万元打造的黄河二碛3A级综合旅游

景区，不久将正式对外开放。横沟温泉日出水量为8060立方米，富含
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该县建设集温泉度假、黄土文化体验、黄河
景观观赏、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温泉旅游度假地。

1948 年 3 月 23 日，毛主席从吴堡县川口村东渡黄河，前往西柏
坡，解放了全中国。为了纪念这一光辉历史，吴堡计划投资 1.3 亿余
元，精心打造以红色旅游、农业生态观光、黄河水上游为一体的毛主
席东渡黄河纪念地综合旅游景区。

“十三五”期间，吴堡县将投资5000余万元打造体现吴堡历史人文
和地方特色的博物馆和柳青纪念馆；投资1000余万元，精心打造集吴
堡民俗风情、手工挂面工艺展示为一体的柳青故居综合旅游景区；投
资5200余万元，将同源堂打造成以炎黄子孙“同根同源、以孝为先”为主
题的旅游景点；投资 5000 余万元，完成黄河湿地公园建设，形成集“吃、

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沿黄生
态特色走廊，建成休闲、观光的开
放式公园。同时，完善购物消费、酒
店宾馆、旅行社等相配套公共服务
网络，着力打造沿黄旅游带服务中
心区，带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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