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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
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
实现粮食安全。”

3 年前的情形，全国人大代表、
山东泰安市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孔怡记
忆犹新：2021年3月5日，她提出加
强种质资源保护的建议，次日经有关
部门转交农业农村部，转天农业农村
部相关部门负责人便打来视频电话，
同她深入探讨，给出回复。

孔怡代表说：“2021年全国两会
闭幕仅一周多，农业农村部便发布通
知，利用3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
开展农业种质资源普查。”

“找到了，就是它！”3年来，每
到最适宜野生食用菌生长的雨季，从
事食用菌育种技术研究的孔怡代表都
会带队到深山密林收集种质资源。一
次野外采集，几株不起眼的野生灵芝
让她如获至宝，“外观不好看，还很
娇小。但它的多糖含量是普通灵芝的
好几倍，罕见又珍贵。丰富的种质资
源是育种材料的重要来源，我们要收
集保护、利用好。”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这设备那设备，这
条件那条件，没有良种难以实现农业
现代化！”

锚定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
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
度。2021年9月，国家农作物种质资
源库建成投用，总容量达150万份，
保存能力居世界前列。前不久，全国
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收官，新收集农业
种质资源53万多份，为培育更多优良
品种夯实源头基础。

每年冬春，数以千计的科研人员
都会来到海南三亚崖州湾边的国家南
繁科研育种基地，全国人大代表、中
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
究员陈凡是其中之一。10多年来他坚
持到南繁选育水稻，“老南繁人”的
苦没少吃：“一边当农民，一边搞科
研”，农机农资多靠自己协调，科研
数据全靠下地观测；“躬身背麻袋，
返乡路迢迢”，因当地没有实验室，
收获的育种材料还要背回北京做试
验。

2018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
到南繁考察，叮嘱“一定要建成集科
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
化为一体的服务全国的‘南繁硅
谷’”“用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食安

全”。2019年 2月，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管理局成立，2021年5月，崖州湾
种子实验室挂牌运行。

“现在，农机农资由管理局派专
人负责，试验田变身‘智慧田’，各
类数据实时监测。实验室7000余套
设备开放共享，吸引200多个科研团
队开展联合研发。同时组织围绕企
业、产业需求‘揭榜挂帅’，加强种
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兼任崖州湾
种子实验室执行主任的陈凡代表说。

2021年种业振兴行动实施以来，
初步构建由 69 家农作物、86 家畜
禽、121家水产等龙头企业组成的国
家种业企业阵型，推动阵型企业与科
研单位、金融机构、种业基地开展关
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取得一批标志
性成果和阶段性进展。

陈凡代表感慨：“一粒种子可以
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
个奇迹。”

一粒种，如何变成千亿粒种？在
甘肃河西走廊，南繁等地选育的玉米
良种经当地扩繁、制种，为全国提供
了近一半的玉米种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
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提产能关
键还是抓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

“河西走廊约78%的制种基地建
成高标准农田，机械化、智能化管理
不断提高。”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
农业科学院院长马忠明说，“制种对
良田、良法、良机等要求很高。比
如，为保证种子纯度和发芽率，需要
精准的水肥供应，而这需要精细的水
肥一体化、‘智慧’的田间管理配
套。”

“2023年全国两会，我和一些委
员建议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投资标
准，当年就收到相关部委回复。前不
久财政部发布消息，中央财政将适当
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中央和省级投
资补助水平。”马忠明委员说。

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建成高标准
农田超10亿亩，新时代粮食产量连年
丰收，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
牢。

“农业强国，是拼出来、干出
来、奋斗出来的。”代表委员们表
示，迎着大好春光，铆足干劲、苦干
实干，向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扎实迈
进。

来源：人民日报

在吉林省榆树市弓棚镇十三号村
花卉苗木种植基地大棚里，一片片绿
油油的小白菜，一垄垄郁郁葱葱的蔬
菜嫩苗，青翠欲滴。全国人大代表朱亚
波正带领工人在此忙碌着，采摘、装
袋、打包……

2004 年，朱亚波接触到花卉行
业。2006年，她尝试用简易棚种植串
红、孔雀草、牵牛、万寿菊等花卉品种，
经营项目由盆栽转项为花卉绿化美
化。短短三年时间，朱亚波的花卉销
量逐年增加，稳稳占领了当地市场。
2011年，朱亚波成立了榆树誉景园花
卉苗木种植基地。基地成立后，她不
断考察学习，吸收借鉴其他地区先进
技术经验，对传统大棚进行升级改
造，建设了10栋适应花卉培育、葡萄
保温的日光温室大棚，新型日光温室
大棚引得园区业户争相仿效，日光温
室大棚新技术迅速在创业园区推广。
2018年，在政府扶持政策帮助下，朱
亚波又新建了10栋日光温室大棚，种
植甜瓜、葡萄等。她的花卉果蔬大棚
常年安置劳动力就业100多人，季节
性直接间接就业超过150人，朱亚波
为自己和乡亲们铺就了一条“芬芳”的
致富路。

2023年，朱亚波当选全国人大代
表。从农民到高级农技师再到全国人
大代表，朱亚波深感自豪也深知责任
重大。

“我是农民，也更了解农民，我将
积极建言献策，履行一名人大代表的
神圣职责，用实际行动为乡村振兴贡
献力量。”朱亚波说，当选全国人大代
表后，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朱亚波提出的《关于赋能国家新一轮
千亿斤粮食工程产能提升行动的建
议》已得到相关部门的答复和落实。

同时，朱亚波把大会精神带回基
层，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传递回
基层，一年来，累计在榆树市开展4次
宣讲，朱亚波还积极参加省内外相关
调研座谈等活动，并提出合理的意见
和建议。

作为农业战线的全国人大代表，
朱亚波关注最多的就是与农业、农村
和农民相关的事儿。为了帮助大家致
富，朱亚波每年定期对村民进行花卉、
蔬菜、葡萄的种植培训，在朱亚波的指
导和帮助下，当地已有160余户村民
发展大棚蔬菜，12户村民种植花卉苗
木，家庭年增收达4万元以上。从传统
的基地销售转型到“基地+农户”模
式，现在，朱亚波的种植基地已成为当
地棚膜经济建设的摇篮。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实
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在这个
特殊的时间节点，作为一名全国人大
代表，朱亚波表示将继续积极建言献
策，履行一名人大代表的神圣职责，用
实际行动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根据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提出了规划和安排，朱亚
波经过调研了解，广泛收集群众建议，
倾听群众呼声，结合实际，提出的建议
是——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
升农业防洪抗旱能力，进一步支持引
导棚膜经济发展，提高棚膜经济在设
施农业中所占的份额，通过发展设施
农业，激活乡村振兴活力。

来源：中国吉林网

“作为基层农民代表，在农村发展
方面，我深有感触，一直围绕乡村振兴
开展工作、探讨和建议。今年的全国两
会，还是围绕乡村振兴提出相关建
议。”扎根基层30多年的王银香说道。

1986年，王银香成为山东菏泽曹
县五里墩村的村支书。一直以来，她带
领群众艰苦创业，打造出独特的“有机
共生经济模式”，依托生物技术、信息
技术、环保技术不断发展现代农业，构
建出了鲁西南地区的有机农业发展框
架。她不仅把五里墩村带成了远近闻名
的明星村，还带动了周边一万多农民转
化成为了产业工人。

从1987年起步至今，她创建的山
东银香伟业集团公司已经成为了农业
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实践了农牧
结合、有机循环的发展模式，带动了农
业发展、农村进步和农民增收。

王银香表示，“乡村振兴，代表要先
行，围绕着‘有事干’、‘有人干’、‘干什
么’、‘乐于干’、‘领着干’来做文章！”
王银香靠着五个“干”，成为鲁西南农
村发展的领头雁。

今年的全国两会，王银香依然围绕
乡村振兴提出建议。“我准备了两个方
面，一是发展实体经济，注重人才；二

是发展优质高质量农业。”
在发展实体经济方面，王银香认

为，实体经济发展直接影响着民生福
祉。

她建议，精准施策，对在乡村振兴
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加大扶持力度，
继续加大对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
的减税降赋力度，同时加大对基础产业
领域的人才支持力度。

“我国的农业在多年的发展中取得
了不小的进步，特别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以来，在转型升级、一二三产融合的
带动下，又产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农产
品品牌、质量水平不断提升，农村电
商、直播带货等渠道快速普及，农民收
入稳定增长，农村建设进步明显。”王
银香表示，同时要正视农业生产中的不
足，如农业生产效率低、收益少、科技
含量低、农技人才匮乏等。

她建议，可以从增加农业发展深
度，不断推进全产业链建设；拓宽农业
发展广度，持续推进多元产业融合；提
升农业发展精度，努力加大绿色农业比
重等三方面改进。

王银香希望，每年的全国两会都可
以提出新的目标和措施，让老百姓得到
更多实惠。 来源：齐鲁壹点

代表、委员谈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全国人大代表朱亚波：
发展设施农业 激活乡村振兴活力

全国人大代表王银香：
发展实体经济和优质高质量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