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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兰 山 下 育 雏 鸡
本报记者 许 凌

“2015 年 ，我 国 农 业 科 技 进 步 率 为
56%，预计‘十三五’末将达到60%，2030年
将达到 70%，农业科技在现代农业发展中
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中国农业科学院院
长唐华俊表示，2017年，中国农科院部署和
启动了 19 项协同创新任务，将通过实施跨
区域、跨部门、跨研究所、跨学科领域的科研
大联合大协作，整合农业创新力量，不断提
高农业科技供给质量，为我国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提供科技支撑。

唐华俊说，按照国家粮食安全总体战
略，农科院以提高粮食作物单产、改善品质
和提高抗逆性为重点，培育了系列突破性品
种，继承了配套耕作栽培技术，为实现“口粮
绝对安全”提供了品种支撑和技术保障。

“近年来，农科院依托创新工程，开展
绿色增产增效技术集成模式研究与示范，

有力促进了产业发展。”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吴孔明说，2013年起，农科院组织开展水
稻、玉米、小麦、大豆、油菜、棉花、马
铃薯 7 种作物，奶牛、羊两种动物绿色增
产增效技术集成模式研究与示范计划。集
成先进生产技术 136 项，构建适合不同区
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综合生产模式 25 套，
形成“增产增效并重、良种良法配套、农
机农艺融合、生产生态协调”的新型农业
生产技术体系。经过 3 年协作攻关，几种
作物增产均超过 10%，最高达 44.7%，每
亩最高增效 500 元；平均减施农药和化肥
10%以上，保护了生态环境；推动了油
菜、棉花等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在增产
的同时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水稻、小麦、玉米是我国的 3 大主粮，
稳定住了这 3 大主粮基本就稳住了我国粮

食的根本。”吴孔明说。
从水稻来看，水稻基因组学科研究突飞

猛进，在复杂数量性状、质量抗性和数量抗
性、粳籼杂种优势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
了一系列重要突破，为我国深入开展水稻分
子育种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创立并完善了
我国独有的两系法杂交水稻育种理论和技
术体系。目前，两系法杂交水稻已有 20 个
品种被确认为超级稻，累计种植超过 5 亿
亩；先后育成“两优”系列、“国稻”系列、“中
浙优”系列、“中嘉早”系列等优质超级稻品
种，实现水稻品种选育“量质双升”的突破。

从小麦来看，完成小麦 A、D 基因组
草图绘制，有力促进了基因组科学研究和
分子设计育种的开展；国际首创了矮败小
麦轮回选择技术体系，大幅提高了杂交育
种效率；育成的“济麦 22”“矮抗 58”品

种抗逆性强，田间管理简便，适于机械化
生产，累计种植面积超过 2.3 亿亩。“中麦
175”实现了高产潜力、多重抗性与优良
面条品质的良好结合，已成为我国北方地
区主推的品种。

从玉米来看，选育出“郑单 958”“浚单
20”“中单 909”等一批高产优质玉米新品
种，在全国范围实现了主导品种新一轮更新
换代。“浚单 20”的育成显著提高了我国玉
米骨干自交系的抗逆性，引领了我国夏玉米
高产高效栽培方向。“中单909”屡创高产纪
录，首次使我国玉米跨上单季亩产 1500 千
克的新台阶，成为黄淮海地区的主栽品种；
集成了“玉米冠层耕层优化高产技术体系研
究与应用”“海河平原小麦玉米两熟丰产高
效关键技术”等先进实用的耕作栽培技术，
有力促进了我国粮食增产。

中国农业科学院启动19项协同创新任务——

提 高 农 业 科 技 供 给 质 量
本报记者 常 理

日前，记者走进国内第二大生态鸡雏
生产企业——宁夏晓鸣农牧股份有限公
司，了解到这个企业特殊的发展历程。在
巍巍贺兰山下，大学讲师出身的企业家魏
晓明率领团队经过20余年拼搏，打造出蛋
种鸡国内知名生物安全品牌。

如今，人们的生活离不开鸡和鸡蛋。
但养蛋鸡的企业多，做种鸡种源的企业
少。曾经在宁夏农学院畜牧兽医专业执教
的魏晓明，早就意识到了雏鸡产业光明的
前景。1992年，他承包了学院鸡场，初试

“牛刀”成功后，1996 年他决定“下海”，

从 3000 只 养 鸡 规 模 的 家 庭 农 场 起 步 ，
2006年在贺兰山脚下的一个戈壁滩上，创
办了晓鸣农牧公司。

疫病是困扰蛋鸡产业健康发展的主要
问题，要解决该问题，生物安全是关键。
一方面，要防止外部病源侵入场区；另一
方面，又要防止场区内种鸡发病传播出
去。晓鸣农牧公司副总经理杜建峰介绍了
他们的窍门：

首先是“高床平养”。我国传统养鸡方
式是“笼养+人工授精”，而发达国家采用

“两高一低”。晓鸣农牧在国内首创“高床
平养、自然交配”的饲养方式，即种鸡生
活在 1.8 米高的网床上自由运动、栖息、
沙浴。公母鸡通过自由择偶孕育下一代，

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种鸡的优良遗传潜力，
保证了后代的健康。

其次是生物安全。种鸡源是安全的关
键。传统鸡饲料含多种动物蛋白和植物蛋
白，但对鸡的健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因
此，多年来晓鸣农牧公司在引进国外先进
设备工艺的同时，反复研究发达国家的饲
料，采用的鸡饲料是清一色的纯豆质玉米
精细粮，即玉米经过反复筛选，将玉米
壳、玉米芯、发霉变质的玉米全部剔除，
这样有利于种鸡的健康。

最后实施动物“福利”。晓鸣农牧本
着种鸡“释放天性”的原则，场内的雏鸡
不仅有活动空间，还可以沐浴玩耍。经过
多年努力，目前宁夏黄羊滩养殖场已经发

展成为国内同行业唯一的“畜禽规模养殖
生态安全隔离区”，15 个种鸡场、140 栋
种鸡舍成为贺兰山下戈壁滩上一道亮丽的
风景。

晓鸣农牧在种鸡生产技术上精益求
精不断创新，鸡舍的通风系统、暖床加
温系统、轨道清粪系统、哨兵鸡疫病预
警技术等发明均获得了国家专利。晓鸣
农牧以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银川实验
站、国家家禽技术银川分中心、西北农
林大学晓鸣实验室等单位为依托，成立
了宁夏家禽工程技术中心，设立了分子
生物检测室、疾病控制研究室、生产和
环境研究室等 6 个功能研究室，为种鸡
安全保驾护航。

晓鸣农牧公司以优良的品质，贴心的
服务赢得了客户的信赖和支持。如今，晓
鸣农牧公司有黄羊滩、青铜峡两个种鸡养
殖基地，两个祖代种鸡场，年存栏祖代种
鸡 6 万套，年存栏父母代蛋种鸡 150 万
套，拥有宁夏银川、新疆昌吉、河南兰
考、吉林德惠 4 个孵化场，年孵化商品代
健母雏鸡近1亿只。

特色农庄瓜果香

近年来，河北省大城县着力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加大资金投入，支持有基础的特
色农业村发展。当地大力建设集观光、餐饮和
采摘为一体的特色农庄，培育农业品牌，助力农
民增收。图为河北省大城县丰源农庄的游客在
采摘葡萄。 金胜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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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的王其才是重庆永川区何埂镇狮
子村的村民。以往，老王一家单靠务农为
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自从 2014 年家里
的土地流转出去后，他们家的收入从一份
变成了三份：土地租金+务工薪金+分红
股金。

“现在日子过得比以前好太多了。”王
其才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家5.5亩土地租
赁给村里的 2 家农业公司，每年收取租金
4000 多元；儿媳就近在农业公司务工，每
年收入 1 万多元；加上每年固定拿到财政
补助资金的持股分红 1000 多元，3 项收入
加起来每年近2万元。

“种了大半辈子地，没想到能当上股
东，还能每年领到分红。”王其才说，自己生
活的变化正是受益于永川区实施的农业项
目财政补助资金股权化改革。

股权并非一分了之

长期以来，农村集体经济收入一直缺
乏持续增长的途径，农民的增收途径“务
农+打工”二元结构难以打破。近些年，财
政对涉农项目的投入逐年加大，财政支农
资金除少部分直接以补贴的形式发放给农
民外，主要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
业生产发展项目上，企业得实惠多，农民直
接受益的份额较少。

2014 年，永川区在全国率先开展农业
项目财政补助资金股权化改革，探索农业
企业带动农民增收、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发展的新路径。记者了解到，永川区的
具体做法是：改变以往无偿补助企业的做
法，将财政支持农业企业的产业发展资金，
按一定比例，以股权形式量化到流转土地
的农户和所在的村集体经济组织。

永川区农委科技宣教科科长樊晓燕介
绍，永川区将财政补助资金 100 万元以上
的农业项目纳入改革范畴，按最初方案，承
担财政项目的企业将30%的财政补助作为

流转土地农民和村集体股份，每年按 7%固
定 分 红 ，分 红 比 例 为 农 民 60% 、村 集 体
40%。

记者了解到，永川区实施农业项目财
政补助资金股权改革，并不是单纯的将股
权一分了之，而是构建起与之相匹配的引
导和约束机制，比如，企业要想获得国家补
助，必须与农委、项目所在镇（街）、村民小
组签订农民持股协议书，作出推行股权改
革、回馈村社农民的承诺；农民分红不干
涉，持股农民只享有分红权，不享有管理
权，不得干涉企业生产经营；政府监管不松
懈，农业部门建立企业的项目申报、协议签
订及兑现分红等台账，作为企业申报后续
补助资金的重要依据，实行“一票否决”。

位于狮子村的重庆正百农业开发公司
是首批参与股改的企业之一。2014 年，正
百公司获得 540 万元的“1900 吨食用菌工
厂化栽培和流通基地新建项目”补助后，按
照 30%的比例，拿出了 162 万元供农民和
村社持股。

“2015 年的分红数为 11.34 万元，其中
农民占比60%，约8.25万元，余下的40%归
狮子村村集体所有。”重庆正百农业开发公
司负责人邓世亮告诉记者，对于农业企业
来说，财政补助资金股权化改革带来的好
处显而易见，“一方面，国家财政补助‘既不
用还本，也不付利息’，大大缓解了企业资
金压力，助推企业发展壮大；另一方面，通
过改革建立起了企业与村社、农民之间的
利益联结机制，村社与企业、农户与企业关
系更为融洽，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企业的
用工难题”。

不只是企业，村集体的“腰包”也开始
鼓了起来。狮子村党总支书记刘扬飞告诉
记者，40%的村社分红解决了“无钱办事”
的难题，既可向社员进行再分配，也可用于
改善基础设施，“比如，2015 年村社在正百
公司分得 2.2 万元，正是有了这笔钱，村里
维修了人行便道、山坪塘，还慰问了部分高

龄老人”。

资金助企做大做强

在永川，农业项目财政补助资金股权
化改革还带动了产业的大发展。记者在永
川区圣水湖现代农业园看到，这里已经引
进培育了 10 多家食用菌企业，进行食用菌
的规模化、设施化、工厂化生产。

重庆上发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是一家
以秀珍菇为主打品种的食用菌生产企业，
公司厂区内目前已建成 50 个食用菌大棚，
占地面积 50 亩左右。记者了解到，该公司
2016 年的生产规模超过 500 万袋，实现产
值2000多万元。目前，由该公司生产的秀
珍菇，已占到重庆全市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公司能取得这么快的发展速度和良
好的经济效益，离不开财政补助资金股权
化改革。”重庆上发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法
人曹继岗说，2013 年，该公司在狮子村、石
狮子村流转土地 105 亩，获得了 300 万元

“标准化厂房建设”国家农业项目财政补助
资金，农户和村社持股 150 万元，分红的额
度为每年7.5万元。

正是有了 300 万元的财政补助资金，
上发食用菌公司建设了 20 个标准化出菇
房，食用菌种植规模和产量得以迅速提
升。曹继岗说，“对企业来说，如果是等额
的贷款，连本带利将是非常大的负担。同
时，通过股权化改革，还构建起企业与农

户、村社‘三方共赢’的利益共同体，让村集
体和村民有明确的预期，从而积极支持企
业发展，产生的综合效益远远比这笔钱
多”。

在永川，像上发食用菌公司“标准化厂
房建设”这样的财政补助项目还有不少。
永川区农经站办公室主任苏沙告诉记者，
这些项目的落地实施，带来了企业的集聚
和做大做强，让永川的食用菌产业在短短3
年时间里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
越式发展。

如今，永川已成为重庆最大的食用菌
生产基地，食用菌种植规模占全市70％，秀
珍菇在重庆市占 90％的份额。数据显示，
2016年，永川食用菌种植规模达到1亿袋，
总产量 5 万吨，总产值 5 亿元，解决农民就
近就业 2000 余人。预计 2017 年生产规模
可达1.2亿袋，产量6万吨，产值6亿元。

目前，永川区纳入股权化改革的项目
资 金 共 6727.5 万 元 。 其 中 ，2014 年 至
2015年已股改项目资金3120万元，农民持
股金额1248 万元，固定分红71.76万元，可
实现户均增收 420 元，亩均增收 207 元。
永川区农委相关负责人说，自 2014 年开展
财政补助资金农民持股分红改革试点以
来，试点村社呈现出产业发展更有特色、农
民增收更加多元、村企关系更为融洽、村社
经济更具活力的新局面。今年，永川的这
项改革已从最初试点的 3 个农业园区拓展
到全区。

重庆永川对农业项目财政补助资金进行股权化改革——

村集体的“腰包”鼓起来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冉瑞成 吴陆牧

重庆永川农业项目财政补助资金股权化改革为农村经济带来了

活力。一方面，国家财政补助“既不用还本，也不付利息”，大大缓解了

企业资金压力，助推企业发展壮大；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建立起了企业

与村社、农民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村社与企业、农户与企业关系更为

融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用工难题

香蕉浸泡不明液体

“香蕉浸泡不明液体，吃
了有毒？”农业部专家表示，
不明液体实为蕉农使用的低
毒杀菌剂，是为了抑制香蕉
有氧呼吸，利于远距离运输。

西瓜打针

又红又甜的西瓜是被打
了针？一难注射、二难扩散、
三难食用，费时费工易腐烂，
西瓜打针图个啥？实验证
明，西瓜打针之后，口感酸
涩、极易腐烂。这个夏天可
以安心做个“吃瓜群众”。

空心草莓

草莓空心是因为使用了
激素？这种草莓还能吃吗？
影响草莓空心的因素有很
多，如：品种、水分和肥料的
供应、过度成熟和使用膨大剂等。以空心为
依据来判断是否是“激素草莓”并不科学。

无籽葡萄

无籽葡萄都是喷了避孕药的？果农都不
吃？其实无籽葡萄分两种，一种是天然无种
子的葡萄，另一种则是天然有种子的品种进
行无核化栽培获得的葡萄。农业部专家表
示，植物激素、动物激素差异大，无核化栽培
使用的植物激素对动物体不起作用。

黄瓜沾了避孕药

时隔 5 年谣言再起，顶花带刺的黄瓜是
沾了避孕药？消费者避之不及。农业部门进
行全面排查证实，黄瓜“沾花”药水是允许使
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并非避孕药。

蘑菇富含重金属

食用的蘑菇多是人工无土栽培，不会吸
附到土壤重金属。农业部专家表示：市场上
常见的大宗食用菌并不存在富集重金属的情
况。

猪肉有钩虫

网络传言：猪肉里有钩虫，水煮不烂、油
炸不熟。农业部专家粉碎谣言：没有“高温都
煮不死”的寄生虫，猪肉里面长的钩虫实为肌
肉组织。

速生鸡

无鸡不成宴。然而，网络上流传的“速生
鸡”却频繁刺激着消费者敏感的神经。45天
出笼的白羽鸡，是激素催大的吗？白羽鸡之
所以长得快，并非吃了激素，而是得益于现代
化的养殖方式和科学的遗传选种技术。

螃蟹注水

网传市面上有无良商贩为了增重而将注
过水的“针孔螃蟹”出售，现场试验证明，给大
闸蟹注水，螃蟹极易死亡，赔本的买卖谁做？

黄鳝服避孕药

养殖黄鳝是用避孕药喂大的？这种黄鳝
你敢吃吗？农业部专家指出，避孕药喂
黄鳝，不仅不能促生长，而且会造
成高达 50%以上的死亡率，得不
偿失。

西瓜打针

、香蕉有毒

？这都是谣言

本报记者

李华林

重庆上发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目前已建成50个食用菌大棚，占地面积50亩左右。图为
该公司员工在摘蘑菇。 陈科儒摄

猪肉里有钩虫，油

炸不熟？香蕉浸泡不明

液体，吃了有毒？从“速

生鸡”到“空心草莓”，从

“有毒香蕉”到“问题葡

萄”，耸人听闻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谣言一次又一

次冲击着大众的神经，

也由此引起农产品销量

骤减、价格下跌，对相关

产业造成严重影响。为

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近日，农业部曝光了农

产品质量安全十大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