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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

国粮食总产量

13657 亿斤，比

上年增加267亿

斤，增长 2.0%，

全国粮食产量

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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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
者 李秀萍）12月 24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决定，
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经济法室副主任杨合庆表示，此次种子
法修改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为重
点，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扩大植
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和保护环节，完
善侵权赔偿制度，推动建立鼓励和支持
育种原始创新的制度体系，对于促进种
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粮食安全和现代农
业发展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种业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1997 年我国制定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1999 年加入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2015 年在
种子法中增设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专
章，建立相对完整的种业知识产权保
护体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参照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78 年
文本）建立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种业发展和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存在保护标
准偏低、保护范围偏窄、保护链条较短
等问题，导致修饰性品种多、突破性品
种少，品种同质化现象突出。

此次修法，紧扣种业振兴发展的
迫切需要，借鉴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
和一些国家的做法，从三个方面加大

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力度，完善种业知
识产权保护制度：

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明确
修饰改良他人的育种成果形成的派生
品种在商业化利用时，需要征得原始
品种权所有人的同意，并支付使用
费。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建立原始品种
权所有人与派生品种所有权人的利益
分享机制，体现对原始育种者智力成
果的尊重。同时，法律将具体实施步
骤和办法授权国务院规定，为进一步
细化和完善具体制度留出空间。

扩大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和
保护环节。将保护范围从授权品种的
繁殖材料延伸到收获材料，在保护环
节上增加为繁殖而进行处理、许诺销
售、进口、出口和储存。这些规定扩大
了植物新品种权的权利内容，并为权
利人提供更多行使权利的机会。

完善侵权赔偿制度。将故意侵犯
植物新品种权行为的惩罚性赔偿的倍
数上限由三倍提高到五倍，将难以确
定数额的赔偿限额由 300万元提高到
500万元，让侵权者付出更加沉重的代
价，进一步维护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
的合法权益。

此外，此次修法还进一步强化种
业科学技术研究和种质资源保护，推
进简政放权，加大处罚力度，从多个方
面为推动现代种业发展提供有力法治
保障。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重大制度创新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
者 曹成毅）近日，由粤港澳大湾区“菜
篮子”（中国物流）交易中心平台、绿之
选全球名优农产品批发平台、广东东
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广东省
生产服务业促进会、广东省企业品牌
建设促进会、广州电子商务行业协会、
广州连锁经营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
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年货直播节暨
农品直播与乡村振兴高峰论坛正式启
动。主办方发言人现场宣读活动倡议
书，倡议主播机构及自然人主播参与
直播带货，并重点推荐参与助农、扶
贫、公益活动的机构和自然人纳入“白
名单”管理。同时宣布年货直播节正
式进入选品阶段。

本次活动要求参与产品须符合
“安全、有机、零农残、可溯源”的粤港
澳大湾区“菜篮子”质量标准，并具备
供商超销售手续，能充分体现地方特
色、生态特色和历史人文特色，确保同
品同质，具有分等、分级、检测、预冷、
包装、运输、质量追溯等商品化处理的
条件或能力，运输包装能保证产品到
消费者手中的完整性。

年货直播节将吸引1000多个县域
政府、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
地参加，上万种农产品、农商品参与。
涵盖淘宝、抖音、快手、视频号、京东等
多家主流平台，2000多个机构、主播参
与直播活动，受众将达到30亿人次，预
计带动300亿元销售额。

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年货直播节启动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
者 朱海洋）日前，浙江正式公布未来
五年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到2025年，浙
江茶叶面积和产量保持稳定，分别定
格在约 300 万亩和 20 万吨，同时重点
打造茶叶全产业链，力争五年内，茶叶
一产产值将超过300亿元，全产业链产
值则有望突破1500亿元。

根据发展规划，目标定位上，浙江
明确锁定“生态高效、特色精品”，深入
实施生态化、品牌化、融合化、国际化
战略，落实农业“科技强农、机械强农”
行动，持续推进生态茶园建设、机器换
人、数字赋能和全产业链发展，构建起
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茶”统筹和
三产融合的现代茶业体系。

区域布局上，浙江将重点做强龙井
茶、白化茶、早茶和其他特色茶等优势
产区；种植环节，则大力实施生态茶园
建设和推广茶园绿色生产技术，加大力
度研发、引进、推广先进适用技术装备
和优良品种；加工环节，浙江聚焦提高
茶叶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扩大开发茶食
品、茶保健品、茶日化用品等终端产品，
五年内综合效益将提高至500亿元。

如何来强化主导品牌和市场培
育？浙江明确，今后将大力推进山川

地理相近、人文历史相通的茶品牌整
合和塑造，做大做强若干个影响力大、
市场价值高的区域公用品牌。省级层
面，做大做强龙井茶“品牌集群”，到
2025年实现年产值超 80亿元，同时引
导“安吉白茶”“温州早茶”“丽水香茶”
等特色区域公用品牌整合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数字化将成为产
业升级的最大亮点。一方面，浙江将
实施茶产业数字化改造工程，支持建
设数字茶园、数字茶厂、数字茶市等；
另一方面，则推进茶叶数字化平台建
设，强化数据集成和应用场景打造，逐
步实现茶园管理、防灾减灾、生产加
工、品控追溯、市场营销、品牌保护、技
术服务、产业管理等数字化。

今后，以一产为基础，融合发展与
文化兴茶将在浙江蔚然成风。接下
来，浙江将加快推进茶叶特色小镇、现
代茶庄园和茶叶精品旅游点等建设，
培育一批茶相关要素深度融合的新产
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推动茶生产、茶
文化、茶旅游、茶休闲、茶养生融合发
展，全面打造美丽茶乡。届时，全省将
培育 10个茶叶全产业链强县、10个全
域茶旅强县、50条精品茶旅线路，以及
200个服务功能齐全的茶庄园。

浙江：五年内茶叶全产业链产值有望突破15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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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猪

产能恢复目标

提前完成，二季

度已完成恢复

产能。10 月末

能繁母猪存栏

4348万头，同比

增加6.6%。43484348万头万头

-------------------------------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耕地-------------------------------

今年 1-10

月，全国新建高标

准农田 8083 万

亩，完成高效节水

灌溉2192万亩，

为完成 2021 年

建设1亿亩目标

任务打下了坚实

基础。
80838083万亩万亩

-------------------------------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种业-------------------------------

农业农村部
按照“一年开好
头、三年打基础、
五年见成效、十年
实现重大突破”的
总体安排，全面启
动种质资源保护
利用、创新攻关、
企业扶优、基地提
升、市场净化五大
行动。

55大行动大行动

-------------------------------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

我国农业科

技进步贡献率达

到 60.7%，农业

科技由局部创新

向“自主基因、自

主技术、自主品

种、自主产品”整

体性跨越，我国

农业整体实力进

入世界前列。
6060..77%%

-------------------------------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

率先实施

全面禁捕的长

江上游一级支

流赤水河，特有

鱼类种类数由

禁渔前的 32种

上升至37种，资

源量达到禁捕

前的1.95倍。
11..9595倍倍

-------------------------------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农村改革-------------------------------

全国已建立

乡村组三级集体

经济组织 96万

个，清查核实集

体资产7.7万亿

元，其中经营性

资 产 3.5 万 亿

元，集体土地等

资源面积 65.5

亿亩。
9696万个万个

-------------------------------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

全国乡村治
理体系建设试点
示范工作建立
115 个 试 点 县
（市、区）；创建第
二批全国乡村治
理示范村镇，共
100个乡镇，994
个村；发布第三批
全国乡村治理典
型案例，共38个。

-------------------------------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

各地务实推

进农村改厕工

作。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农村卫

生厕所普及率达

68%以上，每年

提高约5个百分

点，2018年以来

累计改造农村户

厕4000多万户。
40004000多万户多万户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截至 10 月

底，中西部22个

省份已储备实施

产业项目 17.8

万个，涉及财政

衔接资金 1370

多亿元，占比超

过50%。
1717..88万个万个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
者 马玉）为有效缓解野生动物保护与
野生动物肇事矛盾，完善生态补偿制
度，构建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体系，近
日，山西省林草局联合财政、银保监部
门联合开展省级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
险试点，将在 8个县（市、区）开展为期
三年的试点工作。

山西将选择有较强技术力量支
撑和丰富的试点经验,并在山西连续
五年获得省级及以上财政或农业农
村部门支持开展的农业保险领域创
新试点项目的保险机构作为承保机

构。并由县级政府部门（林业局）统
一办理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投保
手续、支付投保费用。山西省财政采
取 以 奖 代 补 的 方 式 对 试 点 县 进 行
奖补。

据了解，试点野生动物致害补偿
保险是山西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机制的
创新实践，既可缓解政府补偿的资金
压力，也可有效缓和人类发展与野生
动物生存空间的矛盾，最大程度维护
和保障辖区内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财
产利益，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

山西启动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试点

图片来源：新华社、视觉中国、中国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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