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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眉

转基因育种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在本
质上一脉相承，两者的本质都是通过改变
基因及其组成获得优良性状。

转基因育种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也有
区别，传统育种一般只能在生物物种内个体
上实现基因转移，操作对象是整个基因组，
不能准确地对某个基因进行选择，选育周期

长，工作量大，杂交后代的表型不可预测。
转基因育种的优势在于可以打破物种界限，
拓宽了遗传资源的利用范围，实现已知功能
基因的定向高效转移，使生物获得人类需要
的特定性状，为高产、优质、抗逆农业生物新
品种培育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

这种基于对基因进行精确定向操作
的育种方法，效率更高，针对性更强。例
如，转基因抗虫棉就是将苏云金芽孢杆菌

中的杀虫蛋白基因转移到棉花中，使棉花
获得抗棉铃虫特性，减少农药使用，实现
稳产增产、提质增效；耐草甘膦大豆就是
将自然界中分离的耐草甘膦基因转入大
豆，从而在使用灭生性除草剂草甘膦除草
时就能够做到只除草而不危及大豆，既增
加了种植密度，有效去除杂草，又能降低
劳动强度和除草成本，从而能够提高大豆
种植效益。

转基因技术是传统杂交育种技术的继承和发展

8月6日，渔船驶过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朱家尖跨海大桥，奔赴东海开捕。经综合研判，浙江省防指于8月5日12时结束海上防台风应急
响应，原定每年8月1日开渔的桁杆拖虾、笼壶类、刺网和灯光围（敷）网等4种专项特许捕捞渔船结束休渔，于8月6日上午开赴东海海域，进行
捕捞作业。首批梭子蟹、红虾、银鲳、鱿鱼等东海海鲜即将上市，丰富百姓的餐桌。 姚峰 摄 新华社发

□□ 新华社记者

8 月 4 日，遭遇严重洪涝灾害的河北
省涿州市传来消息——

28 个存在失联隐患的村落全部排查
完毕，全市共计 402 个村落全部取得联
系。城区主干道路积水基本消退，因灾
断电的 75 个居民小区恢复供电。

与此同时，河北全省转移群众 158.97
万人，其中蓄滞洪区转移 96.12 万人，高
速公路全部抢通，全力确保广大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河北遭遇罕见洪涝灾害，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力指
挥，燕赵大地紧急动员、团结奋战，全力
以赴防汛抗洪救灾。

（一）

7月下旬，正值我国“七下八上”主汛期。
28 日，今年第 5 号台风“杜苏芮”在福

建沿海登陆。与其他登陆后逐步减弱的
台风不同，“杜苏芮”继续“长途跋涉”，降
水云团逐渐向北移动，直逼京津冀。

“这个台风，不可小视。”高度关注台
风动态的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京津冀地区要特别注意防御。

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预示
着“杜苏芮”的强大“威力”——7 月 29 日
至 8 月 1 日，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西部、
河南北部、山西东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
雨，北京西部山前和南部、河北中南部等
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气象专家特别提
醒，本轮强降雨极端性强，致灾风险高。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重若千钧。

此前，在全国即将进入“七下八上”
防汛关键期，习近平总书记即对防汛救
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国家防总、应
急管理部、水利部等有关部门要加强统
筹协调，强化会商研判，做好监测预警，
精准指导重点地区做好中小河流洪水、
中小水库出险和城市内涝等灾害防范工
作，全力抢险救灾。

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一系
列应急响应随即启动：

——28 日 12 时，水利部针对北京、天
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六省市启动洪
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

——29 日，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
象灾害（暴雨）一级应急响应。

——30 日，国家防总针对北京、天
津、河北、山西、河南等省份启动防汛二
级应急响应。

暴雨席卷而来。
河北全省一半多的县（区）遭遇洪涝

灾害，同时大量洪水通过大石河、小清
河、唐河、沙河等河道相继流入河北，全
省受灾人口 222.29 万。其中，涿州水淹
面积一度达到城区 60%，积水平均在 1 到
1.5 米，最深处达 5 到 6 米！

对河北灾情，习近平总书记极为牵
挂。他详细了解涿州等地水位情况，责
成河北省调集力量，及时转移受困人员，
做好城区排涝，尽快恢复城市正常运行
秩序。

8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作出重
要指示，强调“各地要全力搜救失联、被
困人员，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山
区涝汛风险大的地方要应撤尽撤，不漏
一户”“中断联系的村子要尽快全部联系
上”“基层党组织要发挥作用，让人民群
众感到有依靠”。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国家防总、应急管理
部、水利部等全力指导帮助受灾地区搜救
失联被困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
活秩序。各有关方面要进一步加强监测预
警和巡查值守，落实落细各项防汛防台措
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汛情就是命令，险情就是战情。河
北投入大量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应急处
置，全力以赴抗击汛情：

——组织封堵涿州城区西部豁口，
延缓洪水进城速度；

——调集龙吸水、排水泵等抽排设
施，加大排水力度；

——各级应急部门对抢险救援队伍
实行每日“叫应”联动，保持备勤状态，全
省出动抢险队伍 4705支 105988人；

……
救援分秒必争——

“多亏送医及时，要不就有生命危险
了。”8月2日19时许，78岁的河北涞水县紫
石口村村民刘德仲从县人民医院苏醒过
来，感觉自己闯了回鬼门关。（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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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立刚

过去十多年，上海崇明生态岛以
创新实践绿色农业发展回应乡村振兴
时代之问，这是基于生态立岛发展理
念的共识，即绿色农业既是崇明乡村
产业振兴最重要的内容，还是引擎，只
有做强，才能让崇明民众享受生态的
同时，跟上共同富裕的步伐。久久为
功的求索，让“生态崇明”深入上海都
市消费者心里。

围绕农业品牌化做强绿色农业，
自是生态岛振兴乡村产业之道。在
本土农业企业还做不到以强势品牌
引领市场消费，崇明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还不足以带领合作社、家庭农场
抢占市场实现附加值的当下，崇明走
上了一条“产业协会+集团公司+经
营主体”创建“优农三兄弟”区域公用

品牌的探索道路。在“生态崇明”的
背书之下，区域内农业经营主体联合
起来做强崇明绿色农业区域公用品
牌。这样的品牌化策略究竟意味着
什么？为此，本报记者走进崇明米
业、蔬菜、河蟹等集团公司，近距离观
察“强势”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创建的
崇明实践。

“是时候抱团做强生态岛
农业区域公用品牌了”

得不到有效背书的农业区域公用
品牌几乎不可能成长为强势品牌，没
有强势的协会组织和抱团发展的经营
主体，即便得到了有效背书，农业区域
公用品牌也很难获得强势地位。在

“生态崇明”可为崇明绿色农业提供有
效背书的前提下，产业协会和相应的
集团公司联手创建强势农业区域公用

品牌是否可行，关键在于产业协会是
否有能力提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
服务，以优质经营主体组成的股份制
集团公司是否愿意为区域公用品牌出
智出力。

“崇明生态岛名气这么响，上海市
民愿意为崇明绿色农产品附加值买
单，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力推‘产业
协会+集团公司’模式，天时地利都有
了，是时候抱团做强生态岛农业区域
公用品牌了。”上海崇明米业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陈耀坤说。

陈耀坤是“崇上”品牌的创始人，
自 2012 年以来专营崇明优选农产品，

“崇上”牌礼包、礼盒由崇明地产大
米、蔬菜、肉品等组成，大米是自产自
销，其他食材通过订单获取，每年的经
营额不少于 2500 万元，销售额和附加
值比较稳定。 （下转第二版）

生态岛做强绿色农业的创新探索
——上海市崇明区创建强势农业区域公用品牌观察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晋斌

暑日晋南，骄阳似火。隰县阳头升
乡居子村广鑫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4000 吨玉露香梨冷藏库里，国网临汾供
电公司员工、山西太行黎明共产党员服
务队队员段天恒正在为制冷设施排查用
电隐患。

大力推进冷链建设，倒逼产业链、供
应链提质增效，实现土特产玉露香梨产
业高质量发展，这成为隰县把主题教育
落实在惠农强农、乡村振兴等实际工作
上的重要举措。

“我们还指导企业制定了用能优化
方案，可节约用电成本 30%，为玉露香梨
产 业 节 本 增 效 提 供 优 质 服 务 。”段 天
恒说。

“国网临汾供电公司的服务水平一
流，事情办在了我们心坎上。”隰县广鑫
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马杰说。

马杰是民营企业的负责人，更是一
名共产党员，在他的带领下，公司深耕玉
露香梨产业，致力于带动乡亲们在产业
链上共建共享，走共同富裕的发展之路。

该公司在中央惠农政策的支持下，
目前已经建成占地 17 亩、总储量 7000 吨

的冷链仓储库，产业链从鲜果种植延伸
至储藏、初加工包装、销售。

“公司直接带动 50 余名农户就业，人
均年收入 3 万余元。”马杰说，最大的成就
感是听到梨农的夸奖。

冷链仓储的助力，为马杰把隰县玉
露香梨推向高端市场、产品大幅度增值
提供了强力支撑，目前该公司仅向加拿
大市场的出口量就达 60 万斤。

隰县是农业农村部划定的黄土高原
梨果优势产业区，1999 年被命名为“中国
金梨之乡”，2001 年被命名为“中国酥梨
之乡”。多年来，隰县县委、县政府一任
接着一任干，梨果产业蓬勃发展，现有果
树面积 38 万亩，全县 80%的农民从业梨
果，80%的农业收入源于梨果，80%的贫
困户依托梨果产业脱贫。 （下转第二版）

瞄准梨农所盼 建强冷链仓储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鲁明）日前，记者从甘肃省农业农村工作
调度会暨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
议上获悉，今年以来，甘肃省农业农村部
门把招商引资作为产业延链补链的“头号
工程”来抓，推动全省特色农产品及食品
加工产业链招商引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为抓好农业招商引资工作，甘肃省农
业农村厅成立甘肃省特色农产品及食品
加工产业链招商引资领导小组，组建工作
专班，制定工作方案，梳理遴选全国与甘
肃优势特色产业契合的 1509家重点企业，
编印《2023 全国龙头企业招商引资目标
库》，组织全省各市州对招商引资落地项

目、对接项目和拟招项目进行全面摸底调
查，建立招商引资投资机会清单，编制《招
商引资项目库》，并实行动态管理。甘肃
精心制作全省农业招商宣传短片，编制

《招商引资推介册》，指导督促市县同步
制定推介册，全面充分展示推介甘肃环
境资源优势、特色产业优势和定制化优
惠政策，为客商投资提供精准指引。

甘肃积极强化农业招商引资工作举
措，制定《招商引资和农业企业包抓联实
施方案》，建立农业农村系统包抓联企业
制度，对 838 家省级以上和 10 亿元以上
重点企业实行全覆盖；推行企业创新孵
化时必访、经营困难时必访、登记纳统时

必访、战略调整时必访、增资扩产时必
访、筹备上市时必访的“六必访”制度，开
展“一条龙”“套餐式”“送上门”服务。

甘肃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相结
合开展招商引资对接洽谈，先后组团赴
福建泉州、山东济南、浙江杭州集中开展
招商推介及洽谈签约活动，在 2023 美丽
乡村国际论坛期间同步开展招商引资推
介洽谈。截至 6 月底，甘肃农业农村部门
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326 场次，完成签约项
目 553 个、签约额近 500 亿元，开工项目
437 个，累计投产 110 个。全省新增农产
品加工转规企业 54 个，新增营业收入高
于 1000万元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54 个。

甘肃农业招商引资出硬招见实效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何红卫 乐明凯）日前，湖北省农业农村
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
境厅、省林业局联合出台推进生猪等养
殖业稳增长促增收的十条措施，推动养
殖业高质量发展。

湖北将开展生猪养殖扩能增量综合
奖补，对全省在农业农村部养殖场直联直
报平台登记备案、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期间新建成投产的规模
猪场，2023 年累计出栏商品肥猪 1 万头以
上的单体规模猪场给予奖励，每场奖励
100 万元。鼓励规模猪场新增种猪，对设

计年出栏 500头以上（或存栏 200头以上）
规模猪场和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
种猪场，自 2023年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
外引种猪给予奖励，每头种猪奖补 80元。

湖北将开展种猪场和规模猪场贷款
贴息，对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
种猪场和设计年出栏 500 头以上的规模
猪场（含个体工商户，不含省级以上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在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贷款纳入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贷款贴息范围，省财政按不超过年
利率 2%的比例给予贷款贴息支持。加大
信贷担保支持，进一步发挥省级农业信

贷担保机构的政策性功能，对符合担保
要求的单个规模猪场，在 2023 年内的担
保信用额度可提高至 500 万元，担保额提
高至 1000 万元，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按 0.5%的优惠担保费率进行担保。

湖北还将推进肉牛肉羊增量提质，支
持 4 至 5 个县实施中央牛羊增量提质项
目，每县安排中央资金不超过 1000 万元。
安排中央补助资金用于扩大青贮玉米等
优质饲草料种植面积，增加收贮量，提升
草食家畜生产效率和养殖效益，支持对象
为规模化草食家畜养殖场户或专业青贮
饲料收贮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湖北多举措推进养殖业稳增长促增收

□□ 蔡克明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操戈 邓卫哲

魅力珍珠海岸景醉人，四季瓜果飘
香鼓腰包。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
三才镇牛堆村的田地里，饱满的阳光玫
瑰葡萄在阳光照射下光泽耀眼，绿油油
的豆角和尖椒长势喜人，圆滚滚的冬瓜
相互挨挤着……这片丰收的田野，在金
融活水的灌溉下生机盎然。

“种植瓜菜这么多年，虽然也遭遇过
挫折，但现在的日子是过得越来越滋润
了，家里的楼房也盖起来了。”牛堆村党
总支书记许方运谈起创业致富史，就笑
得合不拢嘴。

2000 年 底 ，许 方 运 从 部 队 退 伍 回
乡。当时，他觉得村里机会少，为了谋
生，与其他很多村民一样选择进城务工

打拼。“咱们当过兵的人能吃苦耐劳，但
缺乏技能，进城靠干体力活打工，只能勉
强糊口。”直至有一天，许方运从城里放
假回家，经过村里的一片瓜菜地时，得知
销路不畅“菜贱伤农”后，他萌生了贩卖
瓜菜的想法。

“既能帮村民打开销路，又能为自己
找个营生。”许方运发现，全力以赴用心
收购转销瓜菜，挣得比在城市里打工高
不少，还能就近照顾家人，于是他把致富
梦想寄托在了家乡的田野上。

20 多年来，许方运除了贩卖瓜菜，还
承包土地种植。为扩大蔬菜种植规模，
2010 年他联合村民成立农民专业合作
社，每年带领社员参加海南冬季农产品
交易会，成了远近闻名的瓜菜产销大户。

2020 年冬天，许方运种植了 60 亩反
季节冬瓜。但受疫情等影响，冬瓜销路

一直打不开，全部烂在地里。“当时亏了
60 多万元，一下子跌到了谷底。”许方运
满眼惆怅地说，面对巨额亏损，他无法盘
活资金链重新种植，便遣散了工人。

2021 年备耕之际，一筹莫展的许方
运了解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在助力乡
村振兴、支持三农发展上有不少利好扶
持政策。多次沟通后，当年他就拿到了
邮储银行陵水支行发放的 20 万元信用贷
款，确保了如期备耕下种，最后除去成本
净挣了 30 多万元，遣散的工人也再次被
召回。

邮储银行陵水支行信贷员周信康
说：“之所以能快速发放贷款，是因为通
过调查发现，许方运是一名退役军人，有
诚信、实干，我们很快就通过他的种植情
况和规模计算出贷款额度。”

（下转第二版）

海南陵水：金融活水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