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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
挂念的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各地视察调研期间，到田间、进农户、看产业，对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和要求。各地贯彻落实得怎么样，有哪些好做法好经验？本报特别派出调研组，深入采访各地贯彻落实的创新实
践，并开设“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调研记”专栏。今日推出吉林省如何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敬请关注。

②

焦点评析

近日，“菜比肉贵”成为舆论关注热点。
不少媒体做了专题报道，对近期菜价上涨的
原因说得比较客观清楚。笔者想说的是，作
为消费者对“菜比肉贵”的现象不必过于焦
虑，个别蔬菜价格比肉价高，只是个短期的市
场现象，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应多些
宽容多些淡定。

首先，“菜比肉贵”只是个别现象。浏览
最近网上相关报道，发现蔬菜涨价、“菜比肉
贵”虽然是网络热词，但实际上，只有一些地
方的菠菜、韭菜等比猪肉贵了一些，大部分地
区绝大部分品种的蔬菜价格还是明显低于猪
肉价格的。从数据来看，据农业农村部市场
与信息化司监测，2021 年第 41 周（10 月 11
日-10月17日），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批发
周均价是每公斤5.12元，环比涨8.5%，同比高
8.9%；而猪肉批发周均价是每公斤18.56元，
环比涨4.3%，同比低58.2%。也就是说，即使
菜价涨了，猪价跌了，总体菜价也只是猪肉价
格的1/3-1/4。如果去附近的菜市场看看，
虽然菠菜、生菜这些绿叶菜比此前涨了不少，
价格标签显得很引人注目，但土豆、白萝卜、
大白菜等不少蔬菜的价格还是很低调很亲民
的，市场上蔬菜品种多，也没有脱销断档，消

费者完全不必跟着焦虑。
其次，个别品种“菜比肉贵”具有一定合理

性。蔬菜和猪肉的价格都是由市场供求关系
形成的，个别蔬菜比肉贵，看着是个新鲜事儿，
实际上是个合理的市场现象。一方面，菜价涨
得快。常年10月份北方市场蔬菜供给的主力
是露地菜，一般菜价是季节性下行的。今年9
月下旬以来，由于北方大面积长时间降雨，一
些地区降雨量超过历年同期极值，秋季蔬菜受
淹现象普遍，特别是菠菜等叶类菜受损严重，后
期上市量减少。物以稀为贵，供给量少了价格
自然会上涨。另一方面，猪价跌得多。今年生
猪产能提前恢复到正常水平，猪价持续下跌，目
前价格比去年同期低了五成以上。拿涨得最
快、价格最高的蔬菜品种与过度下跌的猪肉相
比，“菜比肉贵”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是短期
市场供求规律决定的，“菜比肉贵”反过来说其
实就是“肉比菜贱”，不必引申到诸如通胀预期
增强上面，更不必发出“吃不起菜”的感慨。

最后，“菜比肉贵”有利于后期二者价格
回到正常水平。价格由供求形成，反过来也
影响供求。菜价高了，产区菜农因灾受到的
损失就相对小了，高价格对他们的收入是个
重要的弥补，并且能够激励菜农抓紧恢复生

产，抓好下一茬的生产，蔬菜的供给很快就上
来了，价格也就恢复正常了。对于普通消费
者来说，菠菜太贵了可以选其他品种，不会缺
菜吃，市场上谁出价高说明谁最偏好、谁最需
要，那就由谁来购买消费菠菜，但菠菜的消费
总量肯定要下降，这样价格也不会涨到天上
去。反过来猪肉价格过度下跌，道理也一样，
市场自身会调节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只是要
避免此前的生产支持政策“急转弯”。因此，
要宽容看待个别品种“菜比肉贵”现象，给市
场些耐心，充分相信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
力量。据了解，由于前期价格行情好，目前全
国蔬菜在田面积比去年有所增长，后面只要
天气条件正常，蔬菜价格将会回落到合理水
平，与猪肉的比价关系也会回归。厨房里的

“黄瓜炒肉片”可以暂时调成“肉片炒黄瓜”，
不过这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因为从长期来
看，农产品之间的比价关系受到各自的技术
进步、成本变化和消费取向等多方面因素影
响，自然灾害等影响只是短期扰动因素。

所以，当前的“菜比肉贵”只是个别蔬菜
品种的短期现象，不算新鲜事儿，可多些淡定
从容，网络上适当调侃调侃就行了，完全不必
焦虑紧张。

理性看待“菜比肉贵”现象
□□ 时一平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何兰生
焦宏 曹茸 阎红玉 孟德才

这是充满希望的田野，这是大有可
为的热土。

这里凝聚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巨大心
血。正是源于对东北振兴的关注，对“大
粮仓”的重视，对农业现代化的期许，五
年间，总书记三赴吉林考察，亲自为吉林
把脉定向、领航鼓劲。

2020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
调研时强调，要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
出位置，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加快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在探索现代农业发展
道路上创造更多经验。总书记对农业现
代化念兹在兹，早在2015年就对吉林农
业寄予厚望，“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争
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

万般厚爱，千钧嘱托。犹如一记响
槌，让吉林重新审视农业大省的发展之
路；更似一束亮光，为奔赴在农业现代化
征程中的吉林指明了方向。

巍巍长白山，浩浩松江水，在总书记
深情擘画的黑土粮仓，吉林正在奋力书
写耕耘的故事。

（一）米袋子与钱袋子怎
样都装满？

——粮食大省如何成为
农业强省、经济大省，这是率
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答题

白山、松水、黑土地，
地宝、山珍、延边牛。
吉林资源丰沛，物产丰饶，舒兰大

米、农安牛肉、长白山黑木耳、查干湖鱼
头、珲春皇帝蟹……优质特色农产品足
以撑满一桌盛宴。

即便如此，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吉
林农业的标签还只是粮食大省。

的确，在我国的粮食版图上，吉林是
个特别亮眼的存在：粮食人均商品量、人
均调出量均为全国第一，年调出量全国前
三，总产量全国第五，全国产粮大县前十
名中六个出自吉林，且前三名都在吉林。

这些响当当的名头让吉林稳居我国
农业现代化的第一方阵，也奠定了吉林
在我国农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吉林的特色是粮食，优势是粮食，但
仅限于粮食吗？

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是在这背后
还有一组不常被提及的数据：2020年吉
林农业总产值不足3000亿，而位居首位
的山东省已突破万亿元大关；2020年农
民人均收入16067元，此前曾连续5年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暴露出吉林发展中的困惑：是农
业大省但还不是农业强省，是粮食大省
却不是经济大省，粮食生产贡献大，但增
值转化能力弱，农民还不富裕。

米袋子和钱袋子，是摆在吉林省委
省政府面前的一张考卷——

地处黄金玉米带、黄金水稻带，坐拥
享誉世界的黑土带核心区，粮食生产是
吉林农业的首要任务、立足之本、最大价
值，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粮食生产
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稳粮保供这个
历史性重任必须时刻担在肩上，丢掉了
粮食这个根本就丢掉了政治责任、经济位势；

吉林山水林田湖草资源丰富，东部大森林、西部大草原、中
部大粮仓，人均耕地面积是全国平均水平2倍多，具有发展种植
业、畜牧业的明显资源优势，同时作为老工业基地，具有谋划打
造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业的能力，强县富民还有巨大潜力可挖。

如何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吉林省委省政府的思路愈发
明晰：就是要在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的同时，又拉动经济增长，
富裕人民生活。农业现代化不仅仅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是
干活挑着“金扁担”，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综合机械化水
平的不断攀升，更应该是农业的高质量高效益，是产业的全链
条大融合，是农民的高收入高回报。

一年多来，吉林交上了怎样的答卷？

（二）除了粮食还有啥？
——把粮食优势转化为

产业优势、富民优势，兴粮、强
县、富民，谁说不能兼得

粮食是一种特殊商品，社会效益高
但经济效益相对较低，对大多地方而
言，抓粮是政治任务，但对于吉林而言，
抓粮不仅是一种使命自觉，也是一种因
缘际会。

据史料记载，玉米传入我国的时间
是 16 世纪，之后不到 200 年的时间里，
就已遍布我国二十个省，但这个外来物
种却只有到了东北这片黑土地上，才发
出了耀眼的“金光”，成就了一个令人刮
目相看的地理坐标——黄金玉米带。

这是一种植物和土地之间的默契，
也是人和作物之间的互动。吉林玉米
的种植面积和单产水平始终保持在全
国前列，今年在全省粮食首次破 800 亿
斤大关之际，玉米达到了600亿斤左右，
且九成达一等品质。

“今年收成好，庄稼又是自老山”。
丰收时节，记者行走在松辽大地，只见
满目金黄，成色满满。

在东北，如果庄稼未经霜打而自然
成熟，就叫作“自老山”。早年间，当地有
着“初霜晚一天，多收一亿斤”的说法。

据气象部门监测，与常年相比，吉
林省今年初霜明显延后。粮食作物“自
老山”，有利于玉米后熟，有利于产量的
增加和品质提升。

天已擦黑，榆树市增益农业机械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地头还是机声轰鸣，负
责人马占有今年承包了 360 公顷土地，
托管土地面积更是达到 1360 公顷，“每
垧有望达到 3.2 万斤，比去年增产 5000
斤以上”。

难得的“自老山”以及持续攀升的玉
米价格，注定了今年是个增产又增收的
好年份，也是对这片土地的最好回馈。

地处松辽平原腹地的榆树市，连续
17 年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市）的
冠军，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第一产粮大
县，粮食产量常年保持在 60 亿斤的水
平，今年有望达到70亿斤以上。

然而，“黄金玉米带”似乎跟黄金毫
不沾边。榆树也常被人们揶揄：是“大
寨县”也是“大债县”。据榆树市委副书
记吴喜庆介绍，2020年本级财政收入仅
为6.7亿元，而全口径财政支出50亿元，
粮食产量与县级财力“粮财倒挂”现象
十分明显，是典型的产粮大县、工业小
县、经济弱县。

即便如此，产粮大县的干部们还是
把粮食生产当作一号工程。经年累月，

“多生产粮食光荣”成为了他们的价值
标准，“多生产粮食强县”是他们的执政
理念，而“多生产粮食富民”又是他们最
深切的期盼。

采访中，“健全利益补偿机制”“加
大对产粮大县的奖补力度”也是基层干
部们谈及较多的话题，但是吉林等不
得、慢不得，他们决心用自己的思索和
实践改变窘境。

吉林农业该向何处去？吉林省委书
记景俊海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农业是

吉林最大优势，是吉林振兴发展的根基。吉林作为国家粮食战
略基地，必须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让中国人
饭碗中装有更多吉粮，这是推进吉林全方位振兴的坚实支撑。

“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要发挥吉林粮食
大省的优势，依靠农产品加工和食品产业，发展乡村产业，促
进三产融合，引领乡村振兴和农民富裕。”吉林省省长韩俊一
语中的。

方向定，思路明。一年来，吉林启动实施农业农村现代化
“十大工程”，先后推动出台了加强粮食生产30条、加强黑土地
保护 38 条、现代种业创新发展 18 条、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和食
品产业发展 18 条、加快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27 条等政策措施，
道道剑指兴粮、强县、富民。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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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 2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11 月 2 日同秘鲁共和国总统卡斯
蒂略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5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秘两国虽相距遥远，但
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中秘关系拥有坚实基
础。建交50年来，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务实合作日益拓展，人文交往持续扩大，成
为中国同拉美国家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典

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秘同舟共
济、团结互助，积极开展抗疫和疫苗合作，以
实际行动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我高
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以
两国建交 50周年为契机，加强双方发展战
略对接，推动各领域合作优化升级，引领两
国各界共同传承中秘传统友好，推动中秘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卡斯蒂略在贺函中表示，秘中同为千年
文明古国，近年来两国关系在传统友好基础
上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秘方高度重
视发展对华关系，感谢中方提供大量物资和
疫苗支持秘方抗疫斗争，愿同中方保持密切
高层交往，推动贸易、投资、旅游、数字化等
各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携手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实现疫后经济复苏。

习近平同秘鲁总统卡斯蒂略
就中秘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近日，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临淮镇临淮居委会的蟹农在养殖池塘里捕捞螃蟹。深秋时节，泗洪县蟹农养殖的螃蟹逐渐育肥成熟，迎来
收获季节。 许昌亮 摄 新华社发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芦晓春 祖祎祎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而抓粮工作千头万绪。如何抓好粮食
生产，是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的一道必答题。

牵牛要牵牛鼻，抓粮需抓要害。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耕地是粮
食生产的“命根子”，只有把粮食生产的这两个要害抓住了，才能从基
础上根本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今年，各地着力抓好种子和耕地，采取硬措施、拿出实办法，持
续激活粮食增产的“基因”，为粮食产量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
以上夯实了根基。

粮安天下种为基，种子是如何保障粮食增产的？

农谚讲：“好儿有好娘，好种多打粮”。好种子，夯实了农业生
产的基础，也绘就了粮食丰收的底色。

今年，黑龙江省在每个积温带都推荐适区优良品种，如大豆由
过去的注重“双高”更加注重高产，推广了“东农252”“黑农87”“东
升17”等一批350斤以上的高产大豆品种，为“北大仓”粮食增产注
入动力。安徽省则在全国首创制作并公开发布优质专用水稻种植
电子地图，引导用粮主体实现“按图索粮”，大力发展优质专用粮食
生产，今年全省落实优质专用水稻占播种面积的63%。

每一年的粮食丰收，都离不开一批新优品种的有力支撑。据
国家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超过
45%。近20年，粮食作物单产累计增长约25%，年均增长达到1.2%

左右。
良种的诞生，源自品种突破。以我国主要秋粮作物之一水稻

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了解决国人的吃饭问题，我国
水稻育种瞄准高产目标，从半矮化品种到杂交稻再到超级稻，经历
三次“飞跃”，亩产由不足 100公斤提升至 800公斤。而一次次“高
产再高产”的背后，品种突破是关键中的关键。

不仅如此，每一个突破性品种的育成，不光直接带来产量、品
质的提升，也将会对后续良种的选育产生“指数级”的“辐射效应”。

举个例子。江西育成了我国应用时间最长、推广面积最大、
适应性最广的不育系“珍汕 97A”。我国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
院院士颜龙安在报告中指出，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
计，1982 年至 2003 年，利用“珍汕 97A”配制的组合就占到我国杂
交稻总种植面积的 47.59%，增产粮食 1874.4 亿公斤，为农民增收
1499.5亿元。

除此之外，再来看玉米。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
长李新海指出，“十二五”以来，全国审定玉米品种7915个，满足了
我国玉米生产不同阶段的需要。2020年，我国玉米总产量为2.6亿
吨，单产 6.3吨/公顷，分别是 1963年的 12.4倍和 4.7倍。在这份骄
傲的成绩单背后，良种的贡献功不可没。

纵观历史，每一次育种的突破都带来了粮食产量的跨越式提
升。“郑单 958”“浚单 20”“京科 968”“登海 605”等“千万亩”级主导
品种的育成和推广，更有效支撑了我国玉米单产连年增高。这几
年，新品种的适宜机械化程度大幅增加，抗病性显著增强，也为农
业提质增效作出了重要贡献。

每年粮食生产需要大量种子，如何保障稳定、
优质的种源供应？

既然种子对粮食生产如此重要，稳定、优质的种源供应是如何
保障的？ （下转第八版）

抓住要害 夯实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