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
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
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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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
察调研时强调，要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导向，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大
生态系统保护力度，科学推进石漠化、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不断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这篇大文章。

生态建设是贵州最大的亮点，作为长
江上游唯一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近年
来，贵州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发展理念，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
线，倾力构建长江、珠江“两江”上游绿色
屏障，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打造绿色家园、
完善绿色制度、筑牢绿色屏障、培育绿色文
化“五个绿色”，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经济与生态相生相融的高质量绿色
发展新路。

如今，在贵州的城市，人们用绿色生活
方式享受低碳生活；在村庄，用生态文明理
念护佑绿色家底。种一棵树、巡一次河，正
逐渐成为越来越多贵州人的志愿行动。贵
州的美丽，不仅在于山水盛景，还在于人的
文明自觉，多年的绿色发展建成了数不胜数
的“幸福不动产”和“绿色提款机”，成为人民
眼中无可替代的宝贵财富。

炎炎夏日，记者行走在凉爽的贵州大
地，旖旎的乡村风光令人目不暇接，铺展
一幅幅秀美长卷。这是美丽中国的生动
样本，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久久为功的累累
硕果。

守护绿水青山——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

走进位于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草
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面的草海北坡生态
公园，层林尽染的远山与草海美景融为一
体，横亘于海与城之间，绵延2500亩，是草海
自然保护区重要的生态屏障。

昔日的北坡，地质破碎，岩石裸露，水
土流失严重，森林覆盖率不到 10%，严重威
胁草海生态安全。2016 年威宁县委、县政
府下定决心开始治理，开展退耕还林生态
修复。目前，已种植常绿针叶、常绿阔叶、
落叶阔叶等三大类 54 个树种，搭配种植形态各异、四季皆宜的灌
木及地被植物。森林植被提升到 70%。

草海的嬗变，是贵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个生
动实践。

2016年，中央批准贵州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省

委、省政府紧扣“多彩贵州公园省”生态文
明试验区建设总目标，“用最严格制度最严
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让制度成为刚性约
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相继实施 100 多
项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多项改革成为全国

“率先”。
作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贵州在绿色屏障建设上，率先划定生态
保护红线，开展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
点，建立长江经济带首个跨省域的横向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磷化工企业“以渣定
产”，全流域取缔网箱养鱼。

在生态评价考核上，率先出台生态文
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开展领导干部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和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编制试点。

在生态产业发展上，率先开展生态旅
游资源大普查和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

在司法保障上，率先出台生态文明促
进条例，将河长制纳入水资源保护条例等
地方性法规；率先设置环保法庭并推动公
检法配套的环境资源专门机构全覆盖，实
施生态司法修复并挂牌落成全国首个省
级层面生态检察修复示范基地，发布全国
首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书，开展
由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并
发布全国首份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工作白
皮书……近年来，贵州 30 项生态文明改
革成果列入国家推广清单，生态文明贵阳
国际论坛成为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重要平台。

去年 7 月，随着最后一艘渔船退捕上
岸，乌江余庆县境内正式实现全面禁捕。“我
现在已经改行养牛了，为了保护生态环境，
我们应该这么做。现在政策好，退捕上岸有
补偿，我们根本没有后顾之忧。”在江上捕鱼
超过10年的龙家镇渔民梁福说。

20 世纪 80 年代，为解决库区移民生
计问题，贵州大量发展网箱养殖，年产值
可达 45 亿元。原本是依靠良好生态资源
开辟出来的致富路子，却随着时间的推移
与产业的扩张，带来生态之“殇”，乌江也
不例外。

痛定思痛，重拳出击。2017年，贵州拉
开了全域取缔网箱养殖的序幕，渔民纷纷转产上岸。箱拆除，鱼搬
家，人改行……还河流以清澈。据统计，自 2017年以来，贵州投入
补助经费17.93亿元，取缔网箱养殖3.35万亩，全省全流域零网箱、
全流域禁投饵，网箱养殖污染等问题得到全面解决。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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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8 月 2 日出版
的第 31期《瞭望》新闻周刊在权威栏目“治
国理政纪事”专栏刊发报道《习近平情系西
海固》，生动展现习近平总书记对西海固发
展的特殊牵挂。

西海固地区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
群众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场，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心系百姓疾
苦的历史见证，更是习近平开展东西部协
作、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探索地、实
践地之一。

1997 年、2008 年、2016 年、2020 年，
习近平先后四次踏访西海固，为西海固的
脱贫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先后 5 次出
席闽宁对口扶贫协作联席会议，3次在联席
会议上讲话，亲自调研、科学谋划、全力推
动，为闽宁协作搭建了四梁八柱。到中央
工作后，习近平仍然十分关注闽宁协作。

2008年、2016年和 2020年他三次到宁夏考
察，都对闽宁协作作出重要指示。在他亲
自部署推进下，闽宁协作的种子逐渐生根、
发芽，结出累累硕果。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西海固脱贫谋划
产业路线图和方法论。遵循着习近平总书记
的嘱托，宁夏抓住产业扶贫这个牛鼻子，把

“小蘑菇”“小葡萄”“小菜心”发展成了大产
业、好产业、优产业，成为贫困群众 80%以
上的收入来源。

如何解决“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
人”，一直是习近平心头念兹在兹的重大问
题。1997 年 4 月，习近平第一次来到宁夏
西海固，实施一项重大工程“吊庄移民”，就
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了“让移民迁得出、稳得
住、致得富”。党的十八大以来，易地搬迁
脱贫被纳入“五个一批”工程。“确保搬得
出、稳得住、能致富”成为重要的扶贫理
念。20多年来，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挪穷

窝”“换穷业”“拔穷根”，千千万万西海固贫
困家庭的命运得以改变。

闽宁协作的意义远不止在西北一隅。
在“闽宁模式”的示范下，我国已形成多层
次、多形式、全方位的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
格局，为解决贫困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提供
了“中国方案”。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习近平
总书记对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并予以明确定位——“党中
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作出的重大决策。”闽宁两省区将继续探索
闽宁协作帮扶方式，通过拓展帮扶领域、健
全帮扶机制等，着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合力推进乡村振兴。

踏上新征程，宁夏 700 多万各族群众
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勠力同心，奋
力向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瞭望》刊发文章：

习近平情系西海固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国务院日前印
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以下
简称《计划》），就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全民健
身更高水平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
身和健康需求作出部署。

《计划》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
导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深入实施，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全民健身
场地设施逐步增多，人民群众通过健身促
进健康的热情日益高涨，健康中国和体育
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十四五”时期，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快体育强国建

设，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充分发挥全民健身在提高人民健康水
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综合价
值与多元功能。

《计划》明确，到 2025 年，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体育健身
更加便利，健身热情进一步提高，各运动项
目参与人数持续提升，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人数比例达到 38.5%，县（市、区）、乡镇（街
道）、行政村（社区）三级公共健身设施和社
区 15分钟健身圈实现全覆盖，每千人拥有
社会体育指导员 2.16 名，带动全国体育产
业总规模达到5万亿元。

《计划》提出了 8 个方面的主要任务，
包括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广泛开

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提升科学健身指导
服务水平、激发体育社会组织活力、促进
重点人群健身活动开展、推动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推进全民健身融合发展、营造
全民健身社会氛围等。《计划》还围绕目标
任务的完成，从加强组织领导、壮大全民
健身人才队伍、加强全民健身安全保障、
提供全民健身智慧化服务等方面提出了
保障措施。

《计划》要求，加强党对全民健身工作
的全面领导，发挥各级人民政府全民健身
工作联席会议作用，推动完善政府主导、社
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全民健身工
作机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将全民
健身事业纳入本级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
定出台本地区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

8月2日，在广西柳州市柳江区穿山镇林寺村，小朋友在稻田里体验晚稻插秧。暑假期间，穿山镇一些放暑假的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
走进农田，感受劳动的滋味。近期，柳州市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工作进入尾声。 黎寒池 摄 新华社发

本报讯 经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
定委员会审定，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公
告，公布推广虹鳟“水科 1 号”、禾花鲤

“乳源 1 号”、翘嘴鳜“广清 1 号”、建鲤 2
号、半滑舌鳎“鳎优 1 号”、三角帆蚌“申
浙 3 号”、菲律宾蛤仔“斑马蛤 2 号”、皱纹
盘鲍“寻山 1 号”、文蛤“科浙 2 号”、海带

“中宝 1 号”、全雌翘嘴鳜“鼎鳜 1 号”等 11

个水产新品种。
据了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水产原、良种审定办法》等法律制度，
国家鼓励和支持水产优良品种的选育和
推广。水产新品种必须经全国水产原种
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由国务院渔业行
政主管部门公告后推广。

截至目前，农业农村部已累计发布

240 个水产新品种，其中鲤、鲫、罗非鱼、中
国对虾、栉孔扇贝和海带等已经用上了自
主选育的新品种，自主培育的罗氏沼虾、
斑点叉尾鮰、南美白对虾国内市场占有率
分别超过 60%、40%和 30%。我国水产品
种的不断创新，为水产养殖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种源保障。

龙新

农业农村部公布推广11个水产新品种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蔡茂楷

这里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创作旧
址，这里是《才溪乡调查》的发生地，这里有

“古田会议永放光芒”的古田会议会址……
百年来，闽西龙岩追求幸福生活的脚步从
不停歇。

让乡村留住“形”，守住“魂”，吸引
“人”。在新的历史时期，老区龙岩发挥绿
水青山优势，抓住“产业振兴”关键，打牢

“人才振兴”基础，探寻“一县一片区”之路，
全力谱写老区苏区乡村振兴“样板”。

一片片现代化的蔬果大棚生机盎然，
一个个鲜活的创业故事激昂人心，一个个
红色的秀丽村庄游人如织……在有着“红

旗不倒”美誉的闽西龙岩，乡村振兴正汇聚
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发展动力。

一个个特色农业夯实兴农
强农之路

新罗区雁江村是远近闻名的杨梅村，
通过“农户+合作社”的新模式，“甜度足、色
泽好”的杨梅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杨梅产业
成了村里的支柱产业。近年来，村里将生
态农业与旅游观光相结合，发展“吃农家
饭+赏农村景+体验农家生活”假日经济，
实现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从脱贫到致富，一朵小兰花催生了幸
福千万家。连城兰花享誉全国，成了当地
脱贫致富的法宝。在龙头企业连城兰花股

份有限公司带动下，连城县有 20多个农民
合作社加大兰花种植投入，种植面积超
5600 亩，品种 1100 多个，去年全县兰花产
业链产值超13亿元。

选准选优特色产业，发挥龙头带动作
用，雁江村杨梅经济和连城兰花产业的生
动实践是龙岩产业振兴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龙岩市充分发挥“天资”优势，做好“特
色”文章，大力扶持培育茶叶、水果、蔬菜、
薯业、畜禽、林竹、花卉苗木七大优势特色
农业产业，2020 年七大优势特色产业全产
业链产值达834亿元。

“红古田”现代农业产业园，是龙岩农
业发展公司打造的农文旅产业融合的试点
项目。 （下转第二版）

红土地上乡村兴
——福建省龙岩市谱写老区苏区乡村振兴“样板”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并强调指出，农
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必须把民族种业搞
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
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
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
自主可控。

这是总书记对农业现代化规律和种业
重要性的深刻把握，彰显了中央推进种业
振兴的坚定决心，也预示着我国种业将迎
来更加蓬勃发展的春天。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总书记对
种业寄予深切厚望，早在2013年12月的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就指出，要下决心把民
族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2018年4月在海南考察时强调，良种
在促进粮食增产方面具有十分关键的作
用。去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上提出“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
题”，强调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
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今年5月，在河
南考察时又指出，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
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
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良种技术
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既指出了种
业对于确保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也指
明了新阶段推进种业振兴的方向路径和着
力点，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

这是国家战略安全所在。种子是中国
饭碗的底座，是农业大国的基石，关乎一个
国家的核心利益。在耕地、水资源等日益
趋紧的情况下，要稳步提升粮食产能，只能
走创新驱动路子，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办
法，就是从种业自主创新中挖潜力、要增
量，确保中国碗主要装中国粮，中国粮主要
用中国种。

这是提升农业竞争力所在。纵观全
球，农产品的竞争力与品种优势密不可

分。“杜长大”生猪、荷斯坦奶牛、白羽肉鸡
等能在全球独领风骚，关键在于种源的核
心竞争力。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
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
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源
头上保障粮食安全、产业安全。我国是世
界物种起源中心之一，也孕育了许多独具
特色的地方品种，我们要在加强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利用的同时，加快推进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确
保重要农产品种源自主可控。

这是重大机遇使命所在。种业振兴
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任务，是中国种
业发展的重大机遇。种业发展绝非一朝
一夕之功，而是一个长期持续渐进的过
程，既要重点突破，也要久久为功。重点
要抓好资源保护、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
地建设、市场净化五大行动，力争从根子
上解决老问题、啃下硬骨头，营造良好的
发展环境。

种业振兴的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
吹响，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部署要求，坚决
打好种业翻身仗，筑牢实现农业现代化和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种业根基。

筑牢农业现代化的种业根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