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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种一粒重千钧
常 钦

在海南的三亚、陵水、乐东三市

县一带，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坐

落于此。前不久，上海市农业科学

院研究员余新桥带着团队从上海来

到海南陵水，继续“节水抗旱稻”的

育种研究。每年冬春，数以千计的

农业科研人员便会从全国各地聚集

于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育种、制

种。年复一年辛勤奔波，坚韧不拔扎

根土地，在“余新桥们”的不懈攻关

下，一粒粒良种被选育出来，增添着

我们端牢中国饭碗的信心和底气。

小种子能发挥大效能，小作物

能长成大产业。优质绿色水稻、耐

密宜机收玉米、高油高产大豆、优质

短季棉……前段时间，农业农村部发

布品种审定公告，第五届国家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了 1304 个

水稻、玉米、大豆、棉花新品种。从审

定品种情况看，相关作物品种创新取

得了一系列新进展、新突破，这些品

种推广应用将有利于持续提升我国

粮食大面积单产和品质水平。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近年来，

种业振兴行动扎实推进，取得一批标

志性成果和阶段性进展。目前，我国

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 96%以上，良种

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超过 45%，自

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国产

种子基本能够满足国内需求。同时

也要看到，在一些品种和领域，国产

种子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还比较

大。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才能进

一步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种业根基。

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核心是创

新，关键在品种。把当家品种牢牢攥

在自己手里，必须瞄准保障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需要，抓紧

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

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

控。比如，2023 年，我们育成了短生

育期油菜“中油早1号”，生育期只需

要约 169 天，有助于南方地区实施

“稻稻油”轮作、利用冬闲田种植油

菜。持续推进种业创新攻关，培育更

多绿色、优质、高产的“三好品种”，才

能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

更好用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从选育主体看，企业自主选育

或合作选育品种占比大幅增加，企

业已成为育种创新的主体。如今，

我国农作物种业企业的优势群体已

经形成，种业企业多、小、散的状况

已有改善，初步构建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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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

步培育种业振兴企业骨干力量，不

妨推动阵型企业与科研单位、金融

机构、种业基地对接，支持开展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和育种联合攻关，着

力打造航母型领军企业、隐形冠军

企业和专业化平台企业。

种业包括品种选育、种子繁殖、

推广销售等环节，加快推进种业振兴

行动，还应完善现代种业全产业链。

如今，一些地方以种子为抓手，为当地

农民提供全流程服务；一些种子公司

推广订单式种植销售模式，不仅为农

民提供种子，还配套开展农产品收购、

储藏、加工等服务。这些有益探索启

示我们，促进产学研用结合、育繁推一

体化，才能让好种子惠及更多农民，带

动农业提质增效。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良种

一粒重千钧。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提出：“支持农业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

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从培育好种

子做起，加强良种技术攻关，全面提升

种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沿着这

样的方向，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条

件、有底气“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

在自己手中”。 来源：《人民日报》

中国男足在卡塔尔亚洲杯首场比

赛的上半场，堪称一段时间以来表现最

差的 45 分钟，反映出技战术能力的落

伍。但在下半场有争议的判罚后，全队

没有放弃且创造出良机，展现出逆境下

的积极态度，值得肯定。

面对首次参加亚洲杯、世界排名第

106位的塔吉克斯坦队，国足在上半场表

现得比对手更像新手，踢得几乎是没内

容。观看这场比赛的教练们、球迷们以及

中国足球的从业者们，可能感到无奈，也

可能感到紧迫——噩梦般的45分钟展现

出国足与现代足球的巨大差距，青训真得

要狠抠细节、找准靶点、加把劲儿了。

暴露出的问题很多。首先，大赛压

力大，难免紧张，也怕失误，队员们有时

无法将球停下来，更多是一脚踢出半高

球，接应的队友不好接，加上技术动作变

形，失误增多，也更多丢失球权。

第二，怕逼抢的技术顽疾非常明

显，对手只要高位逼抢，中后卫就被对手

的“高压”笼罩，接应的队友位置不好，

后场没法出球，“无效回传＋开大脚”较

多，球权又给了对手。

第三，中场球员更多在抢断、协防，

欠缺控球、组织以及有效的接应和跑位，

往往是背身拿球回传多，转身摆脱向前

少。这导致中场“立不住”，无法协助后

场出球，无法呼应边路，无法向前推进。

上半场，左路少有的一次下底传中，由刘

洋完成，就带来了威胁，反映出现阶段球

队太需要边路下底的能力了。亚足联在

中场休息时的技术统计显示，国足在对

方半场的传球准确率只有 48.2％，而对

手的这项数据统计为 61.9％，这也是国

足上半场被压制的一个原因。

下半场，主教练扬科维奇做了人员

和战术调整，场面有了改观。徐新在中

场成为主要出球点，中前场配合多了起

来。张玉宁在锋线上起到支点作用，曾

在禁区内卸球回做，为队友创造出一次

射门良机。在朱辰杰高高跃起、甩头攻

门的进球被判无效后，虽然判罚有争议，

但全队没有过多抱怨，很快投入比赛，两

名替补球员林良铭和谢鹏飞完成一次精

彩连线，只可惜后者面对几乎空门的头

球，高出横梁。

“队伍不抱怨，我们也不放弃，继续

纠正现在的问题，下一场比赛我们去做

得更好。”扬科维奇赛后说。

这样的态度是外界希望看到的。的

确，赛前计划要拿的三分变一分，令出线前

景被蒙上阴影，但亚洲杯才刚开始，接下来

两场小组赛，国足仍有逆风翻盘的机会。

多年来，虽然踢得不好常被批评，

但每当国足迎来大赛，许多人依然不离

不弃。毕竟，“自己家的孩子”再差，也

始终牵动着你的心。无数次在电视机前

守候、在现场助威的球迷们，嘴上吐槽再

多，心里却还是那一句：“国足，加油！”

差归差 争议归争议
新华社记者 岳东兴 公兵 肖世尧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习

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发挥广西

林果蔬畜糖等特色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

发展现代特色农业产业，让更多“桂字

号”农业品牌叫响大江南北。中国式现

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面对正在加速

演进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

须胸怀“国之大者”，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通过强化三产融合、科技支撑、品牌

引领、数字赋能、文化铸魂、龙头带动，加

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

营体系，扎实做好现代特色农业这篇大文

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夯实农业基础、

提供有力支撑。

特色既是一方水土的独有标识，也

是农业产业实现差异化发展、提高市场

竞争力的内在优势。发展现代农业产

业，切忌随波逐流、盲目跟风。要依托当

地资源禀赋、生态环境，综合考虑土地、

气候、人文、劳动力等条件，突出特色化、

差异化、多样化，因地制宜培育具有自身

标识、市场需求，能形成竞争优势的特色

产业。只有强化市场意识和市场思维，

跳出本地看本地，善于站在消费者认知

的角度和市场端去思考谋划，在特色上

做足文章，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

有我特”，才有可能让农产品出村、出彩，

也才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

济优势。

科技是发展现代特色农业的重要

支撑。纵观世界，农业现代化取决于农

业科技现代化，农业强国必须建立在农

业科技创新强国基础之上。发展现代

特色农业产业，离不开科技力量、科技

赋能，必须强化农业科技创新的支撑引

领作用。要坚持补短板固底板，加强农

业种质资源保护，下更大气力推进育种

创 新 ，加 快 先 进 农 业 机 械 装 备 研 发 推

广，强化绿色农业技术供给，加快推动

先进农业科技项目的研发与落地转化，

创新市场化农技推广模式，给农业现代

化插上科技的翅膀。积极发展以数字

技术为依托的智慧农业，用新技术、新

模式、新装备改造传统农业，不断提高

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质量效益、竞争

力和全要素生产率。

坚持品牌塑魂，推动实现产品价值到

品牌价值的跃升。品牌是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象征，也是一个地区和国家综合竞争

力的重要体现。从历史上看，许多全球跨

国公司都萌芽于农业，农业是诞生大企

业、大品牌的源头和起点。世界农业强国

之所以强，不在于其产量多、规模大，关键

在于品牌强。农业品牌建设是发展现代

特色农业产业的战略抓手，是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路径。要摆脱粗

犷式扩张的发展模式，更加注重品质提

升、品牌建设，加快实现品牌溢价和附加

值提升，切实增强特色优势农产品的行业

话语权与市场竞争力。这既是顺应消费

升级趋势、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题

中应有之义，也是发展现代特色农业的必

然要求。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发展现代

特色农业离不开金融的催化功能和支

撑作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着

力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切实加强

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

质金融服务。与日益旺盛的金融需求

相比，“三农”领域金融供给总量不足、

服务单一，贷款难、贷款贵、贷款慢等问

题仍然突出。必须践行金融工作的政

治性、人民性，统筹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

密结合，健全金融资本下乡投资的有效

机制与合理路径。针对“大国小农”这

一基本国情农情，遵循农业生产经营的

规律和特点，开发相应的金融服务产品

和模式，疏通资金进入“三农”的渠道，

让更多“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现代特色

农业。大力推广产业链金融、供应链金

融 ，通 过 金 融 纽 带 串 联 起 各 类 生 产 要

素，着力打通技术、生产、管理、加工、运

营、市场等环节的瓶颈，加快建设贯通

产加销、融合农文旅的现代特色农业产

业体系。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农业是国民

经济的基础，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

农”基础，是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压

舱石”。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

产业兴农 、质量兴农 、绿色兴农，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强化科技和改

革双轮驱动，注重前端 、中端 、后端紧

密 协 同 ，全 力 推 动 现 代 特 色 农 业 产 业

实 现 高 质 量 发 展 ，为 加 快 建 设 农 业 强

国 、促 进 农 民 农 村 共 同 富 裕 提 供 坚 实

保障。

来源：《光明日报》

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产业
甘日栋 崔志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