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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上，代表委员为打赢种业
翻身仗积极献言献策。

李云才建议，资金投入改变传
统管理方式，实行揭榜管理流程和
结果“回填”式管理，避免“各自为
政”、资金分散的管理方式，提高科
技研发能力。

此外，加大种质资源收集和保
护力度。对濒临灭绝的优质地方
品种进行抢救性挖掘和保护。学
习先进种业的做法，注重挖掘有特
异性的性状、基因，以丰富优异的
种质资源和强大的基因库，为种业
向质量型跨越创造技术和物质基
础。

全国政协常委、中化集团董事
长兼中国化工集团董事长宁高宁
表示，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对
原始创新保护力度有待加强，对跟
随仿制性、模仿修饰性育种限制不
够严格，部分地区、部分品种的种
子市场中近似性品种泛滥。他建
议，尽快修订种子法和植物新品种
保护条例，加大对违法侵权的执法
力度，营造鼓励创新和公平竞争的
环境。

李登海建议，要缓解种业企业
科研人员流失现象。种业科研离
不开领军人才、高效团队，虽然已
经72岁了，但李登海还坚持在田地

里做科研。他说，应该在职称评
定、科研立项、成果评价等方面出
台支持政策，鼓励更多科研人员投
入种业科研创新。

全国政协委员、红杉资本全球
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建议，建立濒
危、地方品种育种保护区，农户种
植特色地方品种农产品，政府支持
地方品种申请地理标志保护，电商
负责产销对接；设立专项，支持科
研院所、种企、电商共建商业化育
种中心，改良濒危、地方品种，电商
以消费数据辅助良种选育项目决
策，加速选育消费端喜爱、种植端
高效的突破性新品种。（新华社）

把尊崇关爱转化为
强国强军奋进力量

“加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
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健全退役军
人工作体系和保障制度。”连日来，
围绕政府工作报告，出席全国两会
的军队代表委员认真审议、热烈讨
论，就提升军人荣誉感和职业吸引
力积极建言献策。

“经济越发展、开放越扩大、人
民越富有，越需要强大的军队来保
卫，越需要在全社会形成尊崇关爱
军人军属的浓厚氛围。”全国人大代
表、北部战区政治工作部副主任康
晓晖说。

新修订的国防法着眼“让军人成
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对军人地位、
荣誉、权利和相关保障等各方面基本
制度作出规定；专门规范退役军人保
障工作的基础性法律——退役军人
保障法正式施行……2020年以来，
一系列管根本管长远的法律制度接
连出台，提高军人社会地位的制度基
础持续完善。谈起这些，军队代表委
员倍感自豪、备受鼓舞。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
业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全
国人大代表、第79集团军某旅政治
工作部副主任谢正谊记忆犹新的
是，农历牛年春节前夕，根据退役军
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
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印发的《立
功受奖军人家庭送喜报工作办法》，
各级规范寄送流程、送达仪式、待遇
落实等工作，把喜报送进军人家庭
的门，更送进军人军属的心。

“当庆功的锣鼓在自己家乡响
起，我相信每名立功受奖官兵都会
热血澎湃。”谢正谊说，国家、社会、
家庭、部队等各方协作，必将使尊崇
关爱军人成为更广泛更深入的社会
共识，激发起广大官兵建功立业、投
身强国强军的奋进力量。

谢正谊还建议，结合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推动国防教育进政府机
关、进地方院校、进公司企业、进街
道社区、进各大网站，鼓励社会各界
人士积极参加军营开放活动，参观
军史场馆，不断筑牢关心国防、关爱
军人的思想根基。

如何做好退役军人安置、服务、
管理等工作，也是军队代表委员关
注的问题。

2018年全国两会召开至今，以
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为标志，各级
相继建立退役军人服务保障部门，
为广大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
供更多更好服务。全国政协委员、
西藏昌都军分区副政委徐洪刚表
示，解决好军人后顾之忧，不仅有助
于广大官兵全身心投入强军实践，
也有助于吸引更多优秀青年应征入
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参军报国就
是有力证明。

针对目前退役军人保障安置、
军属优抚等方面存在的矛盾问题，
徐洪刚建议，应以相关法规制度为
依托，从目标聚焦、资源统筹、考核
监督等多面发力，不断提高工作精
细化程度，切实把该落实的落实好、
该保障的保障好，为现役军人保家
卫国消除后顾之忧，为退役军人奉
献地方奠定坚实基础。（据新华社）

代表委员议国是
中国种业中国种业：：

酝酿怎样的变局酝酿怎样的变局？？
“农业芯片”——种子的问题，在今年两会广受关

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保障粮食安全的要害是种子
和耕地。多名代表委员提交了相关建议和议案。农
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表示，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
打好种业翻身仗行动方案，力求用10年左右的时间，
实现重大突破。

两会透露中国种业哪些新动向？

唐仁健说，种子在“有没有、保
生存”这个问题上，立足国内是能
够满足的。比如，水稻、小麦两种
最基本的口粮，就完全用的是自主
选育品种。外资企业占我国种子
市场份额只有3％左右，进口种子
占全国用种量只有0.1％。

同时，他坦承在“好不好、高质
量”方面的差距。比如，玉米、大豆
单产水平还比较低，不到世界先进
水平的60％。蔬菜里的甜椒、耐储
番茄等种子，从国外进口还比较
多。另外生猪的饲料转化率、奶牛
产奶量，都只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80％左右。还有白羽肉鸡祖代种
鸡，主要也是靠进口。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湖南
省委副主委李云才扎根农村10余
年，是“三农”提案“高产户”。去年
全国两会，他曾建议打破种子垄

断、技术垄断、资本垄断和市场价
格垄断。今年，他带着《关于突破
种源“卡脖子”技术打好种业翻身
仗的提案》继续建言。

根据调研，他列举了种业存在
的一些突出问题：

——种源“卡脖子”。虽然在
我国主要农作物中大部分种子为

“自产”，但玉米、马铃薯等种子
部分依赖进口。高端品种的蔬菜
种子以进口为主。品种同质化现
象严重，种业自主创新能力不
足。

——基因编辑技术原始专利
大多被国外控制。

——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不
够。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收集不全、
保存保护乏力、共享机制不畅。

——产业集中度低，多、小、
散、弱格局未根本改观。科研与市

场“两张皮”，存在科研与市场脱
节、品种审定与市场严重脱节、院
校企研究“各自为政”问题。

——种业管理跟不上。个别
县市区种业管理处于无机构、无编
制、无专人的“三无”状态，形成管
理真空。人才流失严重。辛苦与
薪酬不匹配，高校毕业生存在“不
愿进、留不住”现象。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玉米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山东）主任李登海
说，中国现在有持证种业企业7200
多家，真正有原始创新能力的不
多。有的种业企业把已推广的良
种稍微改变一下性状，就当作新品
种推广，造成市场上种子同质化育
种现象严重。“刚推广一个新品种，
马上就有仿制的。现在企业新品
种投放市场，顾虑重重。”李登海
说。

两会透露哪些变局突破口？

“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专门
谈到“现代种业”，指出：建设国家
农作物种质资源长期库、种质资
源中期库圃，提升海南、甘肃、四
川等国家级育制种基地水平，建
设黑龙江大豆等区域性育制种基
地。新建、改扩建国家畜禽和水
产品种质资源库、保种场（区）、基
因库，推进国家级畜禽核心育种
场建设。

唐仁健透露了相关工作进展：
目前畜禽种质资源库正在立项。
此外，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已经开
建。新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今年9
月份将建好，建成后保存能力达到

150万份，位居世界第一；在原创技
术、底盘技术上尽可能突破；培育
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建立
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抓好海南南
繁基地和甘肃、四川等国家种子基
地建设；管好种子市场，保护好知
识产权，尤其要严厉打击套牌侵权
行为。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湖南省
委副主委王国海说，随着支持种业
发展的政策加快出台，更多种业科
技成果将加速研发、转化，保护品
种创新、规范品种同质化问题将成
为种业发展的主题，国家种业创新
体系将基本建立，一批种业“隐形

冠军”将加快产生。
被誉为“南繁硅谷”的南繁基

地引人注目。据了解，南繁基地依
托海南独特的光热资源，能缩短农
作物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育种
周期。每年，全国29个省份的700
多家农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种
业企业的近7000多名科技人员赴
南繁育种。全国已经育成的农作
物新品种中，70％以上经过南繁基
地的培育。

海南省南繁管理局副局长郭
涛说，将依托规划建设的6028亩
南繁科技城，打造全国种业创新基
地。

打赢翻身仗还需重视哪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