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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化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
扬光大。那么，新征程上如何激活传统农
耕文化的生命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
起来，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
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让我国历史
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
风采。”这两个“结合”，阐明了赓续农耕文
明必须遵循的规律和方法，为我们推动传
统农耕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方向指引。

一种文明要想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就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而非“沉睡”在博物馆里、“休眠”在故纸
堆中。早在2003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

工作时就说过，我们强调保护，并不是对
这些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捂得严严实实
的，一动也不能动，而是要在坚持保护的
前提下进行适度合理开发和建设，通过
适度合理开发和建设来实现更好的保
护。近年来，总书记到地方考察，也时常
调研农耕文化传承发展情况，在河南叮嘱
把传统村落改造好、保护好，在贵州要求
发扬光大苗绣，在陕西点赞民间艺术……
念兹在兹，牵挂在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要激活
农耕文明的时代价值，就必须深刻理解
把握总书记讲话中的辩证要求，把握好
保护与利用、尊古与创新的关系，走可持
续发展之路。

把握好保护与利用的平衡，让农耕文
化留得住、“活”起来。对老祖宗传下来的
农耕文化遗产，我们不能肆意挥霍、过度
开发，但也不能因噎废食，搞“冷冻式保
存”，而是要一体推进保护传承和开发利
用。要加强传承保护，充分挖掘乡村文物
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修建村史
馆、修缮古建遗存、培育传承人等措施，保
留有形的乡村文化，传承活态的乡土文
化。要适度合理利用，深入挖掘传统农耕
文化的多种功能，结合乡村自然资源禀
赋，因地制宜发展农耕体验、科普教育、节
庆民俗、特色工艺等多元业态，让“活”起

来的传统文化更好赋能乡村振兴。
把握好尊古与创新的平衡，让农耕文

化既传统又时尚。农耕文化是悠久历史
的沉淀，也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在新的历
史阶段推进传承发展，要找到农耕文化与
现代生活的连接点，既凸显传统底蕴，又
展现当代价值。一方面，要继承传统、尊
古而不泥古，将优秀农耕文化中蕴含的古
老智慧、思想观念、人文精神提炼出来，与
现代农业生产、乡村发展建设治理结合，
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另一方面，要融入
现代、创新而不忘古，将现代文明理念融
入传统农耕文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借用现代数字技术创新传承方式和传播
手段，在新与旧的融合中推动农耕文化历
久弥新、生生不息。

古老的农耕智慧，泽被当下，启迪未
来。我们要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
承，守正创新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为
农业强国建设提供不竭滋养。

“要把保护传承和开发
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我国
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
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
的时代内涵，让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生生不息，让我国历
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
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

保护好还要开发利用好
——文“话”农耕系列谈（三）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评论员

□□ 孙眉

农作物种子分为常规种和杂交种。常规
种一般是指同一品种的父本和母本通过自然
授粉形成的种子，在杂交种出现之前，农民一
直通过自留常规种来种植庄稼。杂交种是通
过一定技术和方法将一个品种的花粉授给另
一个品种，从而结实产生的种子，杂交种能够
综合、甚至会超越父本母本两个品种的优

势。根据不同农作物的特点，种子类型也有
所不同，如目前玉米基本都是杂交种，而大
豆、小麦则多为常规种，水稻既有杂交种又有
常规种。如果杂交种自行留种种植，后代会
因发生性状分离，导致作物整齐度不一、农艺
性状显著下降，严重影响产量和品质，所以实
际生产中一般不留种。比如，玉米杂交种具
有产量高、抗病虫害能力强等优势，但是种子
来年再种则会发生参差不齐、性状不优、产量
下降的情况，因此不宜留种，需要购买新种。
但对于常规种来说，可以继续留种。因此，作
物能不能留种和转基因没有直接关系，关键
在于种子本身是常规种还是杂交种。

种子一般由种皮（有保护作用）和胚（包
括胚根、胚芽、胚轴、子叶）组成，部分种子还
含有胚乳，只要种子具备上述完整的结构和
活力，在适宜的温度、水分等条件下，它就可
以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和营养，突破种皮发
芽。种子发芽率与温度、湿度、化学抑制剂处
理等因素有关，跟是否为转基因无关。市场
上小麦、玉米、水稻等作为粮食出售时，为了
防止发芽带来的损失，有时候会进行灭活处
理，例如使用高温熏蒸等措施来破坏种子的
内部结构，所以一般买来的粮食是不能发芽
或者发芽率不高的，这与是否为转基因粮食
也没有任何关系。

转基因作物能留种吗？能发芽吗？

□□ 农民日报、中国渔业报采访组

虾稻综合种养规模居全国之首；现
代渔业种业功能日臻完善；特色水产养
殖再创新高，鳜鱼、鲈鱼、龟鳖养殖规模
逐年扩大；设施渔业发展提速……近年
来，湖北省荆州监利市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积极推行生态健康养殖，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水产品和优美水域生
态环境的需求，持续推动水产业高质量
发展，一幅景美人和产业兴、生态宜居百
姓富的生态画卷正铺展开来。

突出优势

监利地处江汉平原南端，南临长江，
北枕东荆河，东衔洪湖，享有“百湖之县”
之美誉，自古就是鱼米之乡、天下粮仓。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
关键。“监利拥有大江大湖大平原等资源
优势，区域特色鲜明。”监利市农业农村
局局长施昌好介绍，近年来，监利坚定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做大做
强水产业。同时，大力推广以虾稻共作

为主的稻渔综合种养模式，全市虾稻共
作面积稳定在 108 万亩以上，2023 年小龙
虾养殖总面积 148 万亩，预计小龙虾产量
17.2 万吨，连续 12 年居全国第一。

稻在水中长，虾在稻下游，是江汉平
原灵动的画面。毛市镇万亩虾稻共作示
范基地远近闻名。该镇通过对基地内沟
渠、道路、涵闸进行疏挖和维修，发展虾
稻共作，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
效益。全市连片 1000 亩以上的虾稻共作
基地有 246 处，各地探索实行“龙头企
业+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优化农业
产业结构，实现了产业振兴、群众致富、
企业增收。

随着小龙虾加工业兴起，生产虾尾
的副产物虾头资源丰富，当地使用虾头
养殖龟鳖，极大地改良了龟鳖品质，成为
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近年来，监
利通过深化改革和市场化运作，打造涵
盖科研、生产、加工、贸易等环节的龟鳖
全 产 业 链 ，推 动 龟 鳖 产 业 稳 步 向 好 发
展。“监利市龟鳖养殖面积最高年份约
3 万亩。”监利市水产事业发展中心副主

任陈桦彬介绍，在桥市镇楼房村和黄杨
村等地，不少村民通过养殖龟鳖实现增
收致富。龟鳖苗种繁育量大质优、抗逆
性强，吸引全国各地养殖户订购苗种。
2023 年，监利荣膺“中国龟鳖产业十强
县”称号。

监利的湖泊、沟渠和稻田也是黄鳝
天然栖息场所。监利从 20 世纪 80 年代
开始养殖黄鳝，是网箱（植草）养鳝模式
发源地之一。

在位于黄歇口镇易新村的通易水产
养殖专业合作社，放眼望去，养殖网箱星
罗棋布，蔚为壮观。合作社自创建以来，
以提高仿生态育苗出苗率为目标，创新
培苗方式，攻克传统养殖野生苗种不足、
存活率低、养殖周期长等难题，将黄鳝孵
化、养殖、销售等环节串联起来，做成一
条产业链。谈起黄鳝繁育技术，该合作
社理事长易重龙打开了话匣子：“仿生态
培育出的鳝苗虽然没有人工标准化孵化
技术产出率高，但应激性好、抗病性强，
在成鱼养殖上有更好保障。”

（下转第四版）

湖北监利市：

大力发展水产业 奏响振兴致富音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炜

房宁 芦晓春 李浩

寒冬腊月，徜徉京郊大地，来一
场与乡野的亲密接触：约三五好友，
或徒步山涧看冰瀑，或驻足长城脚下
望星空，在喧嚣的都市生活里“偷得浮
生半日闲”；携一家老小，或栖身于原
味民宿煮梨炒栗，或沉浸于手作工坊
勾画脸谱，在宁静的村落里“坐看青竹
变琼枝”……

从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到乡村度
假、旅居甚至融入乡村生活，北京市在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过
程中，不断推动休闲农业提档升级，不
仅日益丰富着城市消费者的体验，还
持续释放着强大的乡村振兴动能，描
绘出一幅“京华乡韵”的生动画卷，走
上了一条“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
服务大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起落：“农家院”的前世今生

冬日里，长城脚下的延庆区石峡
村是火热的，而这份火热却是石头带
来的。

众多游客在古关隘、古长城、石头
房子、石头墙拍照打卡，跟着“长城文
化深度体验官”了解长城文化，沿着平
整的石片路走进村居民宿、手作工坊，
体验“老北京”的捏面人、做糖画……
就连一餐饭里，石头也扮演着重要角
色。石烹宴是石峡村的特色餐饮，延

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贺氏酱猪脸”、
原汁原味的古法豆腐、农家养殖的柴
鸡蛋都在滚烫的鹅卵石上找到了“舞
台”，嗞嗞声中，香气氤氲，直抵游客
们内心最深处的美丽乡愁。

石峡村现在确实做到了“把石头
当饭吃”。延庆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马俊飞介绍，2022 年全村 32 家民宿接
待游客 5 万余人次，休闲农业收入达
到 780 余万元，人均消费较 2019 年增
长了 44%。但早些年游客来到石峡
村，就只能爬爬长城、吃顿农家饭，没
得玩，没得住，更没可带回城的东西。

从一家一户的“农家院”升级为集
吃、住、玩于一体的乡村综合体，这是
北京休闲农业不断进阶的缩影。

三面环山的北京，自然资源丰富；
作为有着 3000 多年建城史的古都，这
里拥有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有
着 2000 多万人口的全国政治中心、文
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
心，这里也拥有巨大的市场。尽管北
京的第一产业占比只有 0.3%，但成色
足，尤其是对休闲农业而言，条件得天
独厚，起步早、走在前。

北京农学院休闲农业研究中心主
任江晶介绍，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
始，随着昌平十三陵果园拓展观光采
摘以及大兴西瓜节等一系列农事节庆
活动的举办，以采摘、垂钓、农家乐为
代表的观光农业勃兴，成为北京市重
点发展的“六种农业”之一，“休闲农

业 1.0”模式开启。
进入 21 世纪，伴随北京都市现代

农业的发展，休闲农业也进入加速发
展期。以延庆区柳沟村“火盆锅豆腐
宴”为代表的民俗旅游村涌现，以蓝调
庄园等为代表的农业旅游园区风生水
起 ，北 京 休 闲 农 业 发 展 步 入“2.0 时
代”。休闲农业规模较大、主题突出、
形式多元，“农家院”逐步提升为民俗
户、民俗村，丰富了北京市民的休闲生
活，也成为京郊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潮起潮落之下，北京休闲农业也
逐渐暴露出低质化、同质化等问题，难
以满足市民多元化的消费需求。2018
年，一份来自北京市统计局的报告显
示，农业园区数量从 2016 年 1300 多个
降至 700 多个，休闲农业存在“三低”：
大众对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发展的认
知比例低，休闲农业、民俗民宿对农民
增收拉动贡献低，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人均消费停滞，产业低效低质。

彼时，石峡村的休闲农业也苦于
这“三低”。据石峡村党支部书记李汉
东回忆，村里当时仅有住宿和餐饮两
个经营项目，游客接待多集中于村内
企业，除了少量的用工需求，村民很难
获得更多收益。

“休闲农业2.0”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破局：“十百千万”畅游行动

十年低位徘徊不前，再度进阶必
须有所作为。 （下转第二版）

大城“乡韵”秀京华
——看北京市休闲农业如何增进城乡融合

在浙江省衢州江山市双塔街道和贤村，一块块光伏电板散布在乡野间，共富光伏项目运行良好。共富光伏项目不仅拓宽了当地村集体经济
收入路子，还充实了农户钱袋子。国网衢州供电公司专门升级改造了该村的电力线路，全力支撑光伏项目可靠并网发电。经过一年多的平稳运
行，项目已为村集体带来80余万元收益。图为国网衢州供电公司在当地实施的共富光伏项目。 周炫炫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这几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
霍洛旗苏布尔嘎镇查干日格召村的网片
厂车间里，机器轰轰作响，生产线高速运
转，一片片网片从生产线上生产出来，工
人焊网、编网、锚索、锚杆、打包、装车，一
派繁忙景象。

“这家网片厂成立于 2018 年，不仅就
近解决了煤矿的用货需求，也解决了农
牧民冬季的就业问题，农牧民不出村就
能挣钱。”查干日格召村党支部书记韩平

介绍。
“自从村里开了网片厂，年年秋收后

就到厂里打工，一个月能挣 1 万多元，这
几个月就赶上我一年的收入了。”查干日
格召村的 50 岁村民高凤明告诉记者。

网片厂总占地面积约 15 亩，总投资
1200 万元，共分两期建成。一期项目于
2018 年通过“党支部+企业+村集体+农
牧民”的模式启动实施，2019 年投入运
行，项目总投资 1000 万元。其中，伊泰集
团出资 600 万元，占股 60%；查干日格召
村民委员会出资 285 万元，占股 28.5%；农

牧民出资 115 万元，占股 11.5%。二期项
目于 2021 年启动实施，由苏布尔嘎镇阿
日雅布鲁村利用乡村振兴资金 200 万元，
通过“飞地发展”的模式投资建设，在一
期项目原有基础上对厂区进行扩建，并
新增部分生产线。

“网片厂一线工人中有 12 人为本村
村民，占比为 57% ，月均工资可达 7000
元。订单较多时，工厂可为 3 人提供临时
岗位，日均工资为 300 元。全年累计雇用
时间按照 2 个月计算，可带动村里农牧民
增加劳务收入 5 万余元。”网片厂负责
人说。

近年来，伊金霍洛旗把共同富裕的
要求嵌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统筹推
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 （下转第二版）

工厂建在家门口 顾家增收两不误
看 振 兴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海玲

前不久，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共和
镇木场村的很多老年人在缴纳社保时碰
到一桩急事：不会在手机上缴费，又害怕
自己操作不当或者上当受骗。

这个时候，村里的会计李月春和村
委会其他工作人员集中起来，挨家挨户
上门教学操作。不到几个小时，村里老
年人的社保缴费工作顺利完成。

一张缴费证明，背后对应着千家万
户的大事小情。

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第二批主题
教育中，木场村党支部围绕中心工作，在

村里开展了一次全面摸排，通过调研切
实解决问题，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
准、把对策落实。

“通过民意调查，我们征集了村文化
广场老旧破损、蔬菜育苗成本高、养老缴
费难等村内亟待解决的问题。了解到这
些‘急难愁盼’问题后，我们党支部提高
了为民办实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木场
村党支部书记李宝良说。

“曾经这里是一片沙化地，无法开展
村里的一些活动。这个问题反映上去没
多久后，村里建起了崭新的广场，还配有
篮球场、健身器材，既好看又实用。”修葺
一新的村委会新广场让村民沈永珍看在

眼里，喜在心头。
“开春后，咱就能用上自己的育苗

棚，不仅能降低成本，还能提高成活率。”
李宝良介绍，“这几年，我们村里有部分
群众发展蔬菜种植产业，可是苦于没有
自己的育苗棚，每年都需要从省外购买
蔬菜苗，运费高，成活率还无法保证。为
此，今年村里修建了 5 个育苗大棚，启用
以后能为种植户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保障。”

“一问党员作用发挥是否明显？二
问班子责任落实是否到位？三问群众是
否存在‘急难愁盼’？”湟中区委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区
构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闭环机制，把主题教育的成效切实体
现在党员作风转变、班子真抓实干、群众
首肯点赞上。 （下转第四版）

办好老百姓的急事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