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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发展路线已明确

种业安全直接关系着国家粮食安全，
发展现代种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正
在大力推动现代种业发展，全力打造种业
强国。

2011年4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推进
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首次明确了农
作物种业作为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
的地位，指明了今后农作物种业的发展方向，
明确了坚持自主创新、坚持企业主体地位、坚
持产学研相结合、坚持扶优扶强的“四个坚
持”的基本原则。2012年12月，国务院颁布

《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对现代种业发展进行了全面规划，并提
出了我国种业发展的清晰路线。

此外，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扶
持“育繁推一体化”企业的减免税政策，建立
了总额 15 亿元的现代种业发展基金；农业
部修订了《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
法》，大幅提高了种子企业的准入门槛，有效
推进了企业的兼并重组。据统计，目前我国
种业企业的数量由最初的 8700多家下降到
6200 多家。“大企业增加、小企业减少，是个
好势头。2012 年新品种保护品种当中，企业
申请量首次超过科研教学单位。”农业部种
子管理局副局长马淑萍说，这充分说明了我
国种业企业正在向现代种业方向大步迈进。

科企合作成趋势

“种业安全则粮食安全，这就要求企业
研发的关键技术必须掌控在手中。”北京大
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物技术中心
博士丁德荣表示，研发能力关乎企业发展的
生命，今后种子企业的竞争将是自主研发能
力上的“较量”。

然而，推进传统种业向现代种业发展，
特别是做大做强种子企业，我国种业面临的
一个很大弊端就是“育繁推”脱节。长期以
来，“育”基本上在科研院所完成，而种子企
业只负责“繁”和“推”这两个环节，如何建立
机制让“育繁推”结合起来？马淑萍表示，要
积极推进科企合作，促进科研单位的育种要

素、人才资源、技术向企业流动，开展“育繁
推”一体化商业化育种。

“育繁推”一体化商业化育种模式是一
种现代科研育种的模式，以企业为主体，
遵循市场化导向、规模化研究、专业化分
工、集约化运行的原则，使新品种在选

育、繁殖和推广的每一环节上相互衔接，
符合市场经济，特别是注重前期研发和后
期推广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从而促进种
子企业迅速崛起。

反观我国的种业现状，一方面，拥有优
秀研发人才的科研院所不熟悉市场需求，在

新品种研发过程中易与市场“脱节”；另一方
面，种子企业由于没有研发能力，缺乏核心
竞争力，很难做大做强。建立商业化育种，
推动科企合作，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凭
借高效的育种机制，不仅有利于整合、利用
人才资源，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研究，更利于
发挥企业的市场能力，按照市场规律研发新
品种，激发科研人员的潜能。

创新能力待加强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2011 年以
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研发投入、兼
并重组、基地建设等方面扶持种业企业发
展，大力推动了我国种业的蓬勃发展。“企业
强则种业强”，但我国种业发展起步较晚，种
业企业发展与跨国种业公司相比，还存在很
大差距。

规模和实力上的差距显而易见，我国种
业企业“小、散、乱、弱”的特征明显。据统
计，目前我国现有种子企业 6200多家，大多
研发能力不强，具备“育繁推一体化”能力的
企业不足百家，前 10 强种业企业所占的国
内市场份额不过 15%。特别是自 2001年种
业市场开放以来，跨国种业公司占领我国种
业市场份额不断攀升，目前约有 95%的甜
菜、50%以上的食葵以及相当份额的高端蔬
菜都是外国品种。同时，在研发投入方面，
我国前 50 强种业企业每年的研发投入总共
不足 20亿元。

差距更体现在机制和模式上。多年来，
我国传统种业育种模式主要是靠科研院所
完成，相同领域不同单位各自为战，研究重
复、资源浪费的情况不在少数。“品种选育是
低概率事件，必须有‘大规模’群体作保障、

‘精确性’技术作支撑，必须构建商业化育种
‘大体系’作后盾。”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副局
长廖西元说，育种是种业的核心，要提高与
跨国种子公司同台竞技的能力，这就离不开
种业企业在研发创新上下功夫。

上图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加大研发投入，更新实验设备，投入2.93亿

元研发资金到下属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

限公司。图为大北农生物技术中心的科研人

员在实验室查看苗情长势。

本报记者 吉蕾蕾摄

种子企业萌动自主研发活力
本报记者 吉蕾蕾

随着春耕生产在我国各地陆续展开，种子销售也进入了

旺季。种子不仅承载着农民一年的希望，也是农业稳定发展

的根本。当前，我国种业发展状况如何？记者就此问题进行

了调研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镇

化可以更好地利用各种资源，提高人们的整

体生活水平，使人们在居住、教育、卫生、交

通、文化等方面享受更多更好的物质与精

神，从而更大程度上挖掘人的潜力，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2012 年，世界平均城市化率

达 54%，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已超过 80%，

我国城市化率约 52%。

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镇化必将加快

发展。发展城镇化，首要的是做好县域发

展规划。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

一体”的总体布局来规划县域的短期、中期

和长期发展蓝图，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源利

用规划、人口规划、城镇规划、产业规划、农

业规划、政治文化规划、生态保护规划等

等。规划要明确最终目的是让人民过上美

好生活；规划要讲系统性、综合性和长远

性；规划要立足当地实际，要总结我国和世

界各国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

训；规划是顶层设计，要尽可能从逻辑上杜

绝我国城市化中可能出现的负面现象；规

划要邀请多领域的专家，避免对规划随意

调整和修改，杜绝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

其次是做好县城建设规划。县城应该

成为县域的中心，规模应该能容纳县域三

分之二的人口。县城的建设不能是中国传

统的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而应该根据自

然条件及资源的不同创造出不同的城市模

型。城市是为人们更好地生活而发展的，

而不能是为了土地财政，更不能受控于房

地产商的利益或投机者的驱动，把县城建

成睡城或空城。

县城的建设要有产业规划配置，农民

到县城后除了居住外要能够就业，一定程

度上解决农民工就近上班，同时解决大量

的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尽可能

减少目前经济发展模式下的社会成本。县

城的建设要有长远的考虑，要有街道布局、

地下排水等各种城市硬件条件的长远规

划，不能一边建设一边拆迁。要考虑到产

业、教育、医疗、文化、社会公共设施的合理

布局。特别强调的是要一开始就有严格的

城市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精细化，使县

城成为现代文明的中心。

再次是做好农业现代化规划。农业

现代化规划要保证农业基本用地，同时要大

规模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现代

化水平。要发挥农业的食品保障、就业增

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和文化传承等功

能。在大部分农民进城后，逐步完善土地制

度，建立现代家庭农场，建立农民专业合作

社，建立股份制的大型农业企业。同时允许

其他大企业进驻农业领域，但必须杜绝一些

企业以入农为借口进行圈地活动。在发展

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要鼓励一批有文化、

有知识、有资金的青年成为新型农民。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关键要正确地对

待农民。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和利益，不能

强迫农民进城，要在农民进城的过程中引

导和补贴农民，政府的财政应更多地投入

这个发展过程，而不是通过这个过程去从

农民身上获取好处。即使农民进了城，也

要承认农民对其现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

宅基地使用权，要允许农民在自愿的基础

上流转土地。进一步加强省直管县工作，

逐步形成中央、省、县

三级政府管理体系，

提高我国的社会管理

效率。

（作者为北京工
商大学校长、农业经
济学博士）

城镇化要先做科学规划
谭向勇

在湖南省桃源县郑家驿乡澄溪村，年过七旬的村
民印新章高兴地告诉记者：“我再也不用下田干活了，
每亩稻田的收入还比过去多了 300 元。”原来，印新章
把自家的 9 亩耕地交给了家门口的“托管所”——丰隆
水稻合作社。

青壮年进了城，老年人留守村庄，让许多粮田不得
不面临抛荒的困境。桃源县探索出一条“土地托管”的
新路子，解决了谁来种地的问题，闯出了一条粮食增
产、农民增收、多方共赢的新路子。土地托管模式采取
合作社的方式，农民以农机或现金方式入股，组成具备
独立法人资格的水稻专业合作社，成为合作社的股东，
而那些把自家土地托管给合作社的农民是合作社社
员。合作社采取统一购种、统一育秧、统一施肥、统一
病虫害防治、统一收割、统一收购的方式，为入社的农
户提供从产到销的全程专业服务。

丰隆水稻合作社理事长彭德智介绍，该合作社现
有社员 380 户，托管土地 2800 亩。社员与合作社签订
托管协议，合作社核算出每一个社员在独立耕作情况
下的年平均收益作为该社员可以从合作社得到的保底
收益，仅在出现不可抗力造成的重大灾难的情况下，风
险由合作社与社员共担外，社员每年都可以从合作社
得到不少于保底收益的收入；在粮食增产增收的情况
下，增加收益中的 20%归社员平均分配，其余 80%归
合作社股东。合作社通过设施化大棚育秧、大型农机
耕种、化肥集中采购、标准化田间管理等方式，种植成
本下降 20%，但粮食产量可以增加 10%以上。

目前这一正在桃源县推行的土地托管模式不仅
能有效避免土地抛荒，还解决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缺乏投入主体的尴尬局面，从根本上保障了粮食的
高产稳产，保障了粮食安全。

文/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唐志君 彭 静

湖南桃源县：

“托管所”保障水稻丰产

4 月中旬，广东德庆县“绿意盎然”：15.67 万亩水
田插满了早稻秧苗，它们的“邻居”是 1.66 万亩玉米
苗、0.25 万亩豆类苗、1.25 万亩薯类苗、4.26 万亩油料
苗、3.31万亩蔬菜苗等作物。

这些遍布田野的农作物是农民的希望。而守护它
们的，除了勤劳的农民，还有神通广大的“天眼”。

“3 月 28 日晚，工人告诉我，‘天眼’说那晚将有暴
雨大风。我连忙让聘请的 12 个工人连夜疏通菜田排
水沟渠。”德庆县新圩镇大同村种植大户刘福全告诉记
者，幸亏“天眼”提醒他们及时做好菜田排水工作，不然
他那近 40 亩蔬菜就将“烂死在田地里”，这将会让他直
接损失 8万至 10万元。

德庆农民口中念叨的“天眼”便是当地的农业气象
服务。围绕农业气象服务体系和农村气象灾害防御体
系建设，德庆将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纳入政府工作考核，
并投资 1024万元用于构建服务农业和农村的气象“天
眼”系统。德庆已被国家气象局列为“三农”气象服务
专项试点之一。

目前，德庆在重点场所、重点单位安装了 53 台
LED 气象信息显示屏，新建了气象信息服务站 13 个，
为全县 175 个行政村安装气象大喇叭 165 套，形成了
以手机、电话、微博、电视、网站、电子显示屏、气象大喇
叭为载体的气象信息传播手段和渠道，实现了“镇镇有
自动气象站、气象信息显示屏，村村有气象信息员、通
气象大喇叭”的全方位气象监测及信息发布覆盖。

德庆县气象局还积极开展农业气象情报、农用天
气预报、农业干旱（土壤墒情）监测预报、重大农业气象
灾害监测预警预报等保障服务，同时会同农业局、林业
局等部门对不同气象情况提出对应的农业生产管理建
议。全县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农资专业合作社等
2000 多名对象已纳入了气象信息库，全面构建了纵向
到户、横向到点的“三农”气象服务网络。

文/本报记者 张建军 通讯员 龙 许

广东德庆县：

“天眼”守护农民增收梦

广东德庆县：

“天眼”守护农民增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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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发卿报道：今年以来，
海南省深水网箱养殖规模在去年基础上净
增 141 口，截至 4 月上旬，全省深水网箱养
殖达 3640 口，产量近 5 万吨，占全国总产
量的八成，实现产值 11 亿元，成为国内最
大最集中的深水网箱养殖基地。

据了解，从 2004 年起，海南省通过
财政补助资金的扶持，引导渔民发展渔
业合作社，加入渔业合作社的渔民通过
分期付款、网箱租赁、投资合股等形式，
抱团发展深水网箱养殖。目前，海南各
地的渔业合作社已形成了“五统一分”的
运行机制，即统一采购生产资料、统一产
品质量标准、统一生产技术标准、统一产
品销售、统一生产安全管理和分户经营，
并与渔业龙头企业对接，延伸深水网箱
养殖产业链。

海南建成国内最大

深水网箱养殖基地

 


































目前，电喷雾、电调温等运用于花园苗圃的现代化

农业设备在山东得到广泛应用，花农的用电需求也越

来越大。图为山东莱芜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花圃为

花农的临时用电设备进行排查。 任雯雯摄

据调查监测，

今年河北省小麦吸

浆虫病害发生面积

已达 1300 万亩，形

势严峻。河北省望

都县农业局派出农

业技术人员深入田

间地头，向农民及

时发布预报，指导

农 民 科 学 进 行 管

理、防治。图为望

都县城内村农民在

麦田里喷施农药。

朱旭东摄
（新华社发）

防治虫害

保丰收

春 天 里 的 种 业春 天 里 的 种 业 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