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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史玉根

我国是人口大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
食消费国，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
牢端在自己手中，中国饭碗主要装中国
粮。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国内粮食生产水
平，确保粮食安全？近日，中国妇女报全
媒体记者在“清华三农论坛2022”上，聆
听了多位权威专家的分析和建言。

杜鹰：把食物自给率保持在合理
水平

观点摘要：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
安全，现阶段我国农业面临的真正挑战，
是农业比较优势下降带来的食物自给率
下降。要积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农业新发展格局。

“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的供给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
变化，人们从过去的吃不饱到吃得饱，从
吃得饱到吃得好，从吃得好再到吃得健
康。”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杜鹰说，

“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和供给侧一些性状
的改变，国家的粮食安全被赋予了新的含
义，其中，食物安全显得越来越重要。”

杜鹰回顾了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
农产品对外贸易发生的变化。“入世20
年，我国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大进小出已经
成为常态。从品种看，我国的谷物自给率
始终保持在97%以上，而油料、大豆、肉类
和奶类等蛋白类食物进口增加较多，热量
自给率或者说食物自给率从2000年的
96.7%，下降到2019年的76.9%。未来15
年，我国缺的仍然是高质量蛋白食物。”

他指出，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经
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农产品的生产成本
同时快速上升，“因为生产成本上升得快，
农业的比较优势失去了，竞争力弱化，因
此农产品进口量增加，食物自给率就下降
了。现在看来，我们做到了谷物基本自
给，口粮绝对安全，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
是食物自给率下降。”

杜鹰指出，要把我国食物自给率保持
在一个合理水平上，从而确保我国的食物
安全，就要积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农业新发展格局，一是要立足国
内，关键上要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
战略；一是要更加主动、更加有效地利用
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打造安全可控的海
外供应链。

唐华俊：种子和耕地是两个关
键因素

观点摘要：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
和农民增收，解决13~15亿人口吃饱吃好
问题，必须抓住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根
本出路在于农业科学技术创新。

“要解决好我们的吃饭问题，吃饱而
且吃好，种子和耕地是两个关键因素，而
科技创新又是关键之关键。”原中国农业
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华俊说。

唐华俊回顾了我国育种事业的发展
历程，1949年以后，我国培育和推广了一

大批高产优质粮豆油新品种，进行了五六
次更新换代，每更新一次都带来了20%左
右的增产。而品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大
概占40%。

唐华俊表示，品种对粮食增产之所以
有如此大的贡献，主要得益于育种技术的
创新，比如，组学技术、生物育种、基因编
辑技术、合成生物学等新技术的应用，使
育种方面的许多突破得到实现。“现在，信
息技术和生物技术融合正在引领育种产
业进入智慧育种时代，将来种业科技会有
一个革命性的进步。”

耕地是关系粮食安全的另一个关键
因素。唐华俊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少，
高质量耕地数量也少，因此未来既要守住
18亿亩耕地红线，又要提升耕地质量和土
壤质量，非常具有挑战性。“重点是提升耕
地质量，以前我国2/3的耕地是中低产
田，近几十年来，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和
采取其他措施，地力有了很大提高，根据
规划，到今年高标准农田将建成10亿亩，
可以稳定保障粮食产能1万亿斤以上。”

唐华俊指出，进一步提升耕地质量和
土壤质量，需要科技创新，提高耕地利用
效率，也需要借助现代科学技术。他介绍
说，现在推行的植物工厂技术，包括人工
光源系统、营养液循环系统、数据采集、栽
培控制系统等技术发展和应用，不仅打破
了传统耕地利用方式，还缩短了作物的生
长周期，大幅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相
比露天栽培，设施栽培的产能可以提高
2~10倍，植物工厂可以提高40倍以上，
而垂直农场可以提高1000倍以上。”

“总之，科技创新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关
键。”唐华俊说，我国农业科技整体实力已
有很大提升，但在一些方面特别是在基础
研究和原始创新方面，仍大有潜力可挖。
他指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就要优先完善
农业科技的政策体系，优先理顺农业科研
的体制机制，优先提高农业科技投入水平，
优先布局农业科技基础研究，优先支持涉
农企业提升科研应用能力。“解决我们吃饱
吃好问题，必须抓住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
当然，根本出路还是在于科技创新。”

新农人新农人巾帼

■ 吕宗祐 李智锐

春节临近，贵州省黔东南六源
鲜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车间里一派
忙碌，一坛坛装满糟辣椒的土制瓦
坛正被密封、装箱，等待快递车辆
的到来。

“一个瓦坛装了500斤的糟辣
椒，现在还剩150坛左右，基本上
都被预定了。”公司负责人程太芝
对笔者说，“现在，我们线下线上销
售都在做，产品不仅在省内销，还
销到了重庆、四川、云南等地。”

程太芝是贵州省黔东南州黄
平县重安镇马场村村民，以前曾在
省外城市务工，2015年返乡创业，
成立黔东南六源鲜餐饮服务有限
公司，主要生产销售糟辣椒。

糟辣椒是贵州的传统美食。程
太芝告诉笔者，她在传统手工制作
方式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良，生产
出的原生态辣椒酱，香味好、色泽
鲜、椒块脆。“把辣椒洗净晾干，加姜
蒜剁碎，放些盐和白酒拌匀，再装入
无水无油的坛子里发酵……制作过
程看似简单，但每一个流程都大意
不得，否则就会影响口感。”

为了保证原材料的供应和质
量，程太芝与当地30多个村党支部
签订了辣椒产销合作协议，每年下
订单到村，由村党支部负责协调种
植土地，村干部组织动员脱贫户和
村民按照公司的要求进行种植，公
司按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回收，消
除了种植户的后顾之忧。目前，各
村的辣椒订单种植面积已超过
2000亩，不少脱贫户和村民因此走
上了增收之路。

除了线下销售，近年，程太芝开
始利用电商和新媒体平台进行销
售。在驻村干部和第一书记的帮助
下，她与“一码贵州”“苗丫丫”等本
土网络销售平台建立了合作关系，
并利用农村淘宝等资源，将糟辣椒搬上了网络销售的大平
台。2020年以来，她多次推出从选料到制作到包装的生
产全程直播，让客户更加放心地购买他们的产品。

“2021年，我们的线上销售额就超过了50万元。”程
太芝告诉笔者，正因为及时开辟的多个线上销售渠道，
两年来，她的公司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较少，保持了
产销两旺，订单种植户们也因此获益，实现了稳定增收，
大大降低了返贫风险。

黔货出山黔货出山

黄龙岘黄龙岘：：““穷山窝穷山窝””变身百佳范例变身百佳范例

——专家谈粮食安全战略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茹希佳

隆冬时节，驱车来到黄龙岘，只见漫
山的矮茶树、满山的细翠竹、潺潺的溪水、
热闹的街市，各具特色的农家乐餐馆连点
成线，点缀乡间的精品民宿连珠成串。

黄龙岘是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牌
坊村的一个自然村，也是江宁区重点打造
的黄龙岘金陵茶文化生态旅游村，拥有
3000亩茶园、5000亩林地。曾经，因为交
通闭塞、农产品销路不畅等原因，这里的
茶叶卖不上好价钱，村民收入很低，村庄
也成为贫困村。

近年来，当地政府和村组织依托独特
的山水资源和茶园风光，发展茶产业，打
造“美丽经济”，形成了“生态+产业”的良
性发展模式，昔日的“穷山窝”蜕变成“中
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每年吸引游客超
百万人次，农旅收入过亿元。

品牌建设，走出“深闺”不愁销

从1987年开始，村民阮从凤就在村
里的大集体茶场当炒茶工，茶场解散后，
她开始在自家的承包地里种植茶叶，并干

起了炒茶的老本行。“我的炒茶手艺还不
错，能炒出龙毫、棋枪、雨花、龙针等不同
种类的绿茶。”她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掌握
雨花茶炒制手艺的炒茶师傅。

虽然做得了一手好茶叶，但阮从凤家
并没有因此致富。一直以来，黄龙岘大部
分村民以种植、加工茶叶为主要收入来
源，但日子大多过得紧巴巴的。主要原因
是黄龙岘的茶叶一直“养在深闺”，卖不起
价，还经常滞销。

这一状况直到近些年才彻底改变。
2013年，牌坊村与江宁旅游产业集

团合作，通过示范引领，建立了黄龙岘
茶种、管、养、采、炒标准化生产体系，引
导茶农进行科学种植和加工，使黄龙岘
的茶叶产量和品质有了显著提升。与
此同时，村企合作培育打造黄龙岘“龙
针”“龙毫”两大茶叶品牌，并进行了积
极营销，在品牌效应的推动下，黄龙岘
的茶叶渐渐走出“深闺”，成了市场上的
抢手货。

近年来，网络和自媒体的兴起，也让
黄龙岘茶叶销售插上了一对金翅膀。和
许多当地村民一样，阮从凤也学会了网络
销售，成了一名销售达人，把村里的茶叶

和其他农副产品销到全国各地，她自己的
收入也年年看涨。

“过去，我们村的茶叶靠村民走街串
巷叫卖，现在，村民坐在家里也不愁茶叶
卖。”黄龙岘村党支部书记唐国庆说，“价
格也有了很大提升，以前顶多卖100元一
斤，现在，我们的高品质茶叶卖到了2000
元一斤，还常常供不应求。全村的茶叶年
销售总额达到3600万元。”

村企合作，点亮“美丽经济”

“2013年，江宁区引导江宁交通建设
集团和江宁旅游产业集团，与江宁街道和
牌坊村联合打造黄龙岘金陵茶文化生态
旅游村，实施了生态旅游绿道工程、人居
环境整治工程和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工程，并以茶文化为主题，发展乡村旅游
产业，推进了村庄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村
民增收致富。”唐国庆说。

在村企合作建设之下，黄龙岘的公共
基础设施上了一个大台阶，人居环境也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村庄变美了，又有茶文
化的加持，很快吸引了大批游客。游客的
到来给村里带来了许多商机。江宁交通
建设集团与街道、村按照入资比例成立黄
龙岘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黄龙岘
金陵茶文化生态旅游村景区的经营管
理。为了让村民增收致富，公司把农家
乐、小超市等投入小、回报快的项目全部
让给村民经营。

“除了卖茶叶，我还做了糖醋大蒜、萝
卜干、农家豆腐卤等农家特产在景区卖，
卖得很不错。”阮从凤开心地说。

村庄成了景区后，村里很多外出务工
的青壮年都纷纷返乡创业。景区从林饭
店的经营者阮从林、黄红林夫妻就是其中
的佼佼者。他们原来一直在外地务工，黄
龙岘“火”了以后，他们回乡创业，尝试经

营农家乐。“来村里旅游的人多了，我们的
生意也越做越红火，家庭总收入由过去一
年10万元增长到现在50万元左右。”阮从
林乐呵呵地说。

目前，黄龙岘村52户村民中就有43
户经营农家乐等，户年均经营收入在50
万~100万元之间。

与此同时，牌坊村进一步深化村企长
效合作机制，加大了招资引资力度，又先
后引进了服装厂、针织厂、印刷厂、机械设
备厂等多家国资、民营企业，创造经济收
入超1500万元，同时解决了村里近200
名村民的就业问题。

因地制宜，盘活闲置资源

研学基地、茶文化体验民宿、水厂主
题工装风民宿、文旅体验空间……在黄龙
岘，这些新奇的旅游设施常常让游客们欲
罢不能，流连忘返。让人难以相信的是，
几年前，这里很多地方还是废弃或闲置的
空房和荒地。

位于景区的客来聚山庄就是在一片
闲置的宅基地上建起来的庭院。山庄老
板陈长城和妻子原来在省外都有一份稳
定的工作，2014年，看到家乡的变化和商
机，两口子毅然返乡创业，投资80多万
元，利用父母家闲置的自有房和宅基地，
建起了一个集餐饮、民宿、休闲农业为一
体的农旅山庄，并将其打造成“网红”打卡
地，年营业收入过百万元。

唐国庆介绍，这几年，村里积极探索
资源开发、土地营运、资产收益等多种发
展模式，积极引入社会民间资本进行开
发，盘活了废弃的小学校舍、水厂等村集
体闲置房屋和土地，使多个农旅融合项目
顺利落户，“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了，村民
享受的福利更好了，有了更多的获得感、
幸福感。”

三农论坛论坛

解决吃饱吃好问题，必须抓住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创新。

依托山水资源和茶园风光依托山水资源和茶园风光，，升级茶产业升级茶产业，，打造打造““生态生态++产业产业””的良的良

性发展模式性发展模式，，农旅收入过亿农旅收入过亿———

1月22日，贵州省榕江县举办2022年迎新春农
特产品暨民族特色工艺品展销会和网上“甜甜榕江年
货节”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把当地黄金
柚、茶叶等农特产品和蜡染、刺绣等民族工艺品销往
全国各地。 王炳真/摄

网络主播在“甜甜榕江年货节”直播间推介农特产品。

商家在展销会上展示民族特色香包。

程太芝在辣酱发酵间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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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
事长 杜鹰

原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唐华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