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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至8日，2023中国新疆（昌吉）种子展示交易会暨种业发展论坛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新疆农业博览园
举行。大会安排有开幕式、展示交易、签约活动、基地观摩、种业发展论坛等系列活动，吸引来自疆内外的近500家企业前来参
展。图为2023中国新疆（昌吉）种子展示交易会现场。 本报记者 何龙 摄

科技赋能兴种业 合作共享开新局

2023中国新疆（昌吉）种子展示交易会暨种业发展论坛开幕
全国350多位专家学者、企业高校代表参会；疆内外500余家相关企业参展

本报讯 记者杨鹤报道：8 月 6 日，
2023中国新疆（昌吉）种子展示交易会暨
种业发展论坛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新疆农业博览园开幕。来自
全国350多位从事现代种业、农业肥料、
农业科技的专家学者、企业高校代表参
会,疆内外500余家现代种业、农业化肥、
农业机械等相关企业参展。

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麦尔丹·木盖
提，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农业农村部
种业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孙好勤，全国农业
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刘信，中国种子
协会副会长邓光联，昌吉州党委副书记、
州长郑敏，昌吉州党委副书记、中国农业
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主任、科技援疆
指挥部总指挥高雷出席。自治区农业农
村厅党组书记、副厅长，自治区乡村振兴
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谢映周主持开幕
式。

开幕式上，麦尔丹·木盖提对此次盛
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对出席的各
位嘉宾表示诚挚欢迎。他强调，新疆是农
业大区，也是制种优势区。要把发展现代

种业摆在现代农业建设的重要位置，聚焦
优势特色产业，坚持“立足疆内、服务全
国、开拓周边”发展方针，坚持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同时，大力实施种质资源保护、
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升、市场净化

“五大振兴行动”，扎实推进现代种业高质
量发展。

孙好勤对中国新疆（昌吉）种子展示
交易会暨种业发展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
祝贺。他表示，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
心区，是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要坚持
守好“三农”工作，锚定种业振兴目标，齐
心协力助推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
出台种业支持政策，不断深化种业领域合
作，推动疆内外种业技术交流，持续推动
新疆由“制种大区”向“制种强区”发展，为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新的贡献。

郑敏代表昌吉州党委、政府致欢迎
辞。她表示，昌吉州将锚定自治区党委、
州党委确定的目标任务，利用好此次大会
提供的机遇平台，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
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大力培育和引进龙头
种业企业，全力建设立足新疆、面向全国、

辐射中亚的制种中心。希望参会专家学
者、行业翘楚能为昌吉州种业发展传经送
宝、投资兴业，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
来，共同为国家种业振兴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全国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刘信、中国种子协
会副会长邓光联分别就生物育种基础研
究、种业振兴重要性、现代种业发展及前
景方向等内容作主旨演讲，列举当前国内
外优质种业企业、生物科技最新案例，为
参会嘉宾和企业解析当前我国现代种业
发展的环境变化和短板弱项。

现场还举行了签约仪式。昌吉州与
多家企业、院校达成合作，现场签署12个
重点项目及制种基地建设框架协议、7个
科企合作协议、3 个院企合作协议，达成
科技合作成果 6 项，涉及合作金额 10 亿
元。

签约结束后，与会领导共同为 2023
中国新疆（昌吉）种子展示交易会暨种业
发展论坛启幕。

本次种子展示交易会暨种业发展论
坛以“科技赋能兴种业，合作共享开新局”

为主题，由新疆种子协会、昌吉州现代种
业产业联合会、中亚农作物种质改良推广
科技创新院共同主办，昌吉州农业投资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和九圣禾种业股份有
限公司承办，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中国种子协会、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昌
吉州人民政府提供指导，并得到中国农业
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昌吉州农业农
村局、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管委会、昌吉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据了解，昌吉州土地资源富集，农业
基础扎实，是全国、全疆重要的商品粮、现
代制种、制酱番茄、酿酒葡萄生产基地。
近年来，昌吉州坚持贯彻“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充分发挥良好制种基础和自
然环境禀赋优势，抢抓政策机遇，全面提
升现代种业发展水平，建成4个国家级玉
米、小麦制种大县，5 个国家级区域性西
甜瓜、蔬菜等良种繁育基地，一县（市）成
功创建为国家现代种业产业园，培育了九
圣禾、华西种业、天山畜牧等一批优质种
业龙头企业，全州制种面积稳定在80万
亩，年供种能力超过30万吨。

我州“一企一策”治理大气污染
100家涉气重点排污单位企业三年将实施372个减排项目

当下，酷热难耐，到乡村消暑纳凉、采
摘果蔬、品尝农家饭菜，成为人们的好去
处。但是，各地乡村旅游品位低、设施差、
内涵单一，活力明显不足。要打造更高水
平的乡村旅游，使其充满活力，亟需在理
念、战略、模式等方面继续发力。

在理念上，要注重文化与生态相结
合。乡村旅游升级版的打造，要结合本地
的人文资源，挖掘独特的文化素材，提高文
化品位，彰显地域文化特质。同时，还要保
持乡村的原生态，擦亮自然生态和环境优
美的绿色招牌。

在战略上，要注重系统谋划。各地要
在地方发展规划中统一谋划乡村旅游，并
统筹推进乡村道路、停车场、厕所、垃圾处
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在产业链层面，着力
打造完整的旅游产业链，推进乡村旅游与
农业、林业、渔业联动发展，使其上下游相
关产品相互融合、协同配合。

在模式上，要注重因地制宜。靠近大
城市、拥有客源优势和交通优势的乡村，可
以采取城市依托型模式，开发集疗养、休
闲、运动健身等服务于一体的乡村度假式
旅游；背靠景区的乡村，则可以采取景区依
托型模式，利用景区的吸引力为其创造市
场资源，开发旅游新业态。

打造更高水平的乡村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