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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科技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整体水平从世界第二方阵迈入第一方阵。这十年，粮食

产能稳定提升，农产品品种更加丰富，农村电商快速发展，建成一批高标准农田，粮食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农

业科技已成为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强劲引擎、根本动力和

战略支撑。

庆祝党的二十大特刊
民生为要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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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能
够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这次大会，
我倍感荣幸。”党的二十大代表、天
津市农业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研究
员时晓伟激动地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

这十年，我国广大农业科技工
作者聚焦农业科技的要害短板，勠
力同心、砥砺奋进，农业科技重大成
果不断涌现，先后育成并推广水稻

“宁香粳 9号”、小麦“鲁原 502”、小
麦“津强5号”、玉米“京农科728”等
一批优质粮食作物新品种。2012
年到 2021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由
6.1亿吨提高到 6.8亿吨，良种增产
贡献率由45%提高到50%以上。

时晓伟扎根小麦育种工作已有
22年。一大批像他这样的“麦田守
护者”，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
牢。

强筋小麦从无
到有、从有到多

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天津
市小麦进入灌浆时期，时晓伟和同
事们就要在田间进行连续观察。高
温酷暑让时晓伟汗水一个劲地往下
流，双腿如灌了铅般沉重，但只要看
到农户们的小麦长势良好，丰收在
望，作为小麦育种人的时晓伟觉得
再苦再累都值得。

2000 年 7 月，时晓伟从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毕业后，来到天津研究
小麦育种。根据品质不同，小麦可
以分为弱筋小麦、中筋小麦和强筋
小麦。

“21 世纪初，强筋小麦优异育
种亲本材料匮乏、突破性品种数量少，同时相关加工企业对强筋小麦
的需求旺盛。如何尽快育成强筋高产小麦品种，一直是我们想要解
决的问题。”时晓伟回忆道。

在时晓伟与科研人员的努力下，天津的强筋小麦从无到有、从有
到多，今年强筋春小麦在津种植面积已达38万亩；产量从低到高、从
高到更高，亩产由津强1号的150公斤左右，到津强5号、津强6号的
300公斤左右，再到津强14号、津强16号的450公斤左右。

在全国种上“明星”小麦品种

每年5月到6月底，正值小麦杂交授粉及田间选育的紧要关头，
是决定小麦育种科研人员能否选出新品种的最为关键的时节。

时晓伟和同事们每天起早贪黑、不顾风吹日晒，在麦田里默默忙
碌。根据试验需求不同，他们每年需配制几百甚至上千个杂交组合，
调查上万份试验材料，每一道工序，都是为选育出优质、高产、抗病的
强筋小麦新品种而作出的努力。

早些年，我国还没有小麦品质分析仪器，时晓伟就和同事用牙齿
咀嚼麦粒，用嘴巴检测不同品系品质的优劣。

为了将强筋小麦的产量、品质再提高一些，从育种开始，时晓伟
和同事们摸索出了南繁加代、穿梭育种、品质综合评价等同步进行的
小麦高效育种技术方法，将小麦从组配杂交组合到品系稳定的6年6
代缩短为3年8代，显著加快了育种进程，提高了新品种选育质量。

如今，一个个小麦良种成了农民的“金宝贝”，河北的保定、廊坊、
唐山，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市、海拉尔等地都种上了天津的“明
星”产品。

时晓伟及其团队共选育出 14个强筋、高产春小麦品种，7个优
质高产冬小麦品种，育成的强筋小麦品种累计推广1000万亩以上。
津强系列强筋春小麦品种品质优良，被多家高端面粉企业争相抢购。

加强种质资源的收集与鉴定

从去年7月《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审议通过，到今年2月中央一号
文件提出启动农业生物育种重大项目，再到今年3月1日新修《中华
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开始施行，近一年来我国鼓励种业创新的政策频
频出台，意在通过完善种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多主体协同发力、实
现重点技术创新突破等，推动种业科技整体进步。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种质是育种的核心。
“咱们国家的种质资源总量是比较大的，大约有 52.1万份。但

是其中真正被研究透、利用上的还不足10%。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
们一方面要加强种质资源的收集，进行深入的鉴定和研究；另一方面
要把这些资源用到育种上，培育出适应性更强、产量更高、品质更好
的小麦品种。”时晓伟说。

时晓伟表示，育种工作是永无止境的，作为一名小麦育种科研工
作者，每天都是新的开始。

“今后，我将继续和团队同事一起，胸怀‘国之大者’，发扬只争朝
夕的精神，以攻破‘卡脖子’技术为己任，继续在小麦育种上下功夫、
深钻研，让中国碗装满中国粮。”时晓伟信心满满地说。

钻
研
强
筋
高
产
小
麦
选
育

让
中
国
碗
装
满
中
国
粮

“瞧！这就是‘无人种植’‘智慧农业’。”在位

于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的一座现代化水培植

物工厂中，年轻一代“新农人”正将农业智能化的

畅想变成现实：他们所采用的农业智慧种植应用

系统，只需极少人力就能生产出数倍于以往的新

鲜蔬菜。这种系统不仅能自动识别蔬菜重量，自

动判断蔬菜生长状态，还能自动提醒采收，自动

检测害虫种类及数量，甚至能自动输出植物保护

方案。

在这里，你能看到郁郁葱葱的芝麻菜、鸡毛菜

和奶油生菜等平铺生长在数块种植板上，种植板下

流动的是精准配置的营养液，可以提供蔬菜生长所

需的所有营养。一辆自动导向小车在苗床间“巡

逻”，通过双臂上的摄像头拍摄蔬菜照片，记录生长

状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科技国际竞争力

明显提高，整体水平从世界第二方阵迈入第一方

阵。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61%，作物良

种覆盖率超过 96%，自主选育品种占 95%，粮食单

产提高对总产增加的贡献率超过 66%，主要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 72%，农业科技已

成为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突破资源

环境约束、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强劲引擎、根

本动力和战略支撑。

绿色农产品被摆上餐桌

金色麦浪美如画，机声隆隆收割忙。庄稼丰收

在望，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房寨镇房寨北村村民王

章利喜上眉梢：“今年村里的小麦普遍秆壮穗大，亩

产 1300—1500 斤没问题。相比 2012 年，十年间小

麦亩产量增加了 200多斤。”

高产试验田的成果更是喜人。今年 6 月 9 日，

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金滩镇石家寨村对种植节水

高产小麦新品种“马兰 1 号”的两块小麦高产田进

行实打实收，亩产达到 1722斤，比去年小麦最高亩

产量高出 120斤。

“这十年，我国粮食产能稳定提升，产量连续 7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十年再上一个千亿斤新

台阶，2021 年产量创历史新高，达到 13657 亿斤。

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 483 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

400 公斤粮食安全线，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

绝对安全。”在今年 6 月 27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

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

部副部长邓小刚表示。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我们紧紧抓住耕地和种

子两个要害，夯实粮食生产物质基础。十年来，将

10.58亿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

区划定落实到省、到县、到地块，累计建成 9亿亩高

标准农田；培育推广了一批高产优质、多抗广适的

突破性新品种，粮食作物良种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加快建设三大国家级育制种基地和 216 个制种大

县、区域性良繁基地，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

比超过了 95%，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邓小

刚说。

在山东莘县河店镇，大棚西红柿正是丰收时

节，村民们兴奋地采摘着成熟的果实。交易市场

上，入目尽是红彤彤的一片。

河店镇是长江以北最大的西红柿生产基地和

交易市场，全镇西红柿年产量 4亿斤，交易量在 5亿

斤以上。

河店镇杨炉村是当地种植西红柿的代表村之

一。该村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建起高标准育苗温室，人均纯收入达到 2.5万元

以上。

“十年间，莘县瓜菜播种面积由 92万亩增加到

102 万亩；日光温室由 26 万座增加到 30 万座；面积

200 亩以上、成方连片的生产基地由 260 处增加到

326处；食用菌栽培面积稳定在 650万平方米以上，

年产量由 440万吨增加到 520万吨。莘县瓜菜菌种

植面积和总产量一直稳居全国县域第一。”莘县县

委副书记、县长张云生说。

“这十年，我国农产品品种更加丰富多样，棉、

油、糖、胶产业稳定发展，肉蛋奶、水产品、果菜茶等

供给充裕。农产品品质持续优化升级，质量安全例

行监测合格率稳定在 97%以上，越来越多的绿色优

质农产品被摆上百姓餐桌。”邓小刚说。

“土产品”搭上“新平台”快车

短视频、直播是近几年突然火起来的“新鲜

玩意儿”。如今，短视频、直播也在展现着广袤乡

村大地上的好物、好景、好人。眼下，在大江南

北，主播们正在以丰收为契机，讲述着乡村振兴

的故事。

潮起潮落，又是赶海人收获满满的一天。在短

视频里跟视频主播一起赶海，是很多网友最喜欢做

的事。

今年秋分日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跟随快

手主播“村里的初七”，广大网友感受到赶海和丰收

的快乐，在初七的镜头中品味乡村振兴的故事。

“村里的初七”名叫黄东叶，是江苏省连云港市

赣榆区的一名“80 后”渔民。目前他在快手平台上

的粉丝已达到 507万。

2018 年，在外打工的他接触到快手平台，于是

也学着录制短视频记录生活。

短视频的一个个作品展示了初七这些年的

成长。

“经过奋斗和努力，我们家摆脱了贫困，这

些年也在想办法带村民们致富。”初七说，他直

播带货既卖自己家的产品，也帮村民们卖货，助

他们增收。

同样的情景，出现在全国各乡村的田间地头。

“家人们！这个是荆芥菜，可以凉拌生吃，在直播间

下单，上午下单，下午发货。”在山东莘县东鲁街道

盆栽蔬菜基地大棚里，一盆盆青翠鲜嫩的盆栽蔬菜

整齐排列，长势喜人。工作人员正在通过直播平台

进行线上销售，与此同时，盆栽蔬菜正在打包成箱，

发往全国各地。

作 为 中 国 蔬 菜 第 一 县 ，山 东 莘 县 不 断 创 新

蔬菜栽培模式，盆栽蔬菜作为一种新型的蔬菜

种植方式，日渐走俏市场。“我们这里的蔬菜品

种有 30 多种，全部是无公害蔬菜。”基地负责人

李尤杰说。

“土产品”搭上“新平台”的快车，往日“出村难”

的乡村农产品，正加速走向全国。

乡村产业插上电商“翅膀”

在陕西洛川，苹果是当地人民的“致富果”。全

县 64 万亩耕地中，栽植苹果的达 53 万亩，人均 3.3

亩，居全国之首。

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不少人把洛川苹果放在

网上销售。作为一名“85 后”，“王掌柜苹果”负责

人王超就是这样一位搭上电商快车的年轻人。“电

商平台为洛川苹果产业带来了巨变。”王超说。

2014 年之前，与全国多数初级农产品一样，洛

川苹果由果农在田间地头将成品果卖给分销商，再

通过分销商销往全国，分销环节复杂、流程过长等

问题一直困扰着果农。

2013 年，洛川县政府把“洛川苹果”作为主打

品牌，全力发展当地电商产业，拉动产业转型升

级。数据显示，2014 年洛川苹果在网上销售额为

400 万 元 ，2021 年 洛 川 苹 果 的 线 上 销 售 额 已 达

12.5 亿元，品牌价值达到 687 亿元，稳居全国水果

之首。

“在今年拼多多农货节，我们店里苹果的销量

从日均 3000 单增长到上万单，我们王掌柜品牌一

下子火了起来。”王超兴奋地说。

十年间，洛川苹果借助电商平台乘势而上，全

面发力标准化生产、冷藏冷链、分级分选、品种改

良、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等，打了一场漂亮的全链路

数字化“翻身仗”。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

业农村电子商务工作，出台了发展农村电子商务、

跨境电商等系列文件，同时多次在相关文件中把农

村电商作为重要内容进行部署。

2014 年以来，多部门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累计支持 1489 个县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建设县级物流配送中心 1212个。

“十年来，农村电商迅猛发展，离不开农村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

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介绍，截至今年 6 月，我

国已实现“县县通 5G、村村通宽带”，农村互联网普

及率达到 58.8%。

近十年成为中国农村电商发展最快的阶段，市

场主体活跃，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农民

运用互联网宣传家乡、宣传特产，打赢脱贫战，共奔

致富路。数据显示，2021 年中国农产品网络零售

额为 4221 亿元，农村网络零售额为 20500 亿元，同

比增长 14.23%，连续 6年稳步增长。

藏粮于技，守护百姓的“米袋子”

●2021年全国粮食总产

量达 13657 亿 斤 ，再创新

高。2021年我国人均粮食占

有量达 483 公斤，高于国际

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

●组建了50个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成了47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00个农

业科学观测试验站，农业科技

进步贡献率达到61%。

●累计建成 9亿亩高标

准农田，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超过 72%。特别

是小麦的综合机械化率超

过 97%。

●农作物种源自给率

超过 95%，节水小麦、优质

水稻品种选育取得新突破，

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

占比超过95%。

●累计建成15.6万座初

加工设施、5万多个产地冷藏

保鲜设施，农产品加工转化率

达到了70.6%，农产品加工企

业营业收入近25万亿元。

●各类涉农电商超过 3

万家，全国农村网商、网店达

1632.5万家，农村网络零售

额 2万多亿元，农产品网络

零售额4200多亿元。

在位于乌鲁木齐市三道坝镇杜家庄村的水稻田在位于乌鲁木齐市三道坝镇杜家庄村的水稻田，，植保无人机进行水稻病虫害防治喷洒作业植保无人机进行水稻病虫害防治喷洒作业。。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菲王菲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