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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良种是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的源头。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部署，将深入实施

种业振兴行动作为现代化农业强国建设的重

要任务。

修订后的种子法实施以来，为提高依法

治种兴种水平，推进农业强国建设提供法律

遵循和法治保障。

今年 5 月至 1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种子

法执法检查组先后赴四川、江苏、甘肃、黑龙

江、湖南 5 省份，对种子法实施情况开展执法

检查。从检查情况看，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

实施种子法，扎实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推动现

代种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同时，仍存在育

种创新能力还需提升、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有待加强、种业支撑保障体系还需完善等

问题。

加强种质资源保护，
夯实育种创新物质基础

在黑龙江省北大荒垦丰种业研发大楼地

下一层，厚重的保温门背后，是库存容量达 40
万份的种质资源库。“它是一座农作物新品种

研发选育的‘基因宝库’。”公司种质资源部负

责人说。

10 多名科研人员正在显微镜下对种质资

源“分级”鉴定，从特征特性、抗病虫能力等方

面进行层层筛选：刚入库的进行短期保存，有

闪光点的则进入中期库，品质优良的资源进

入长期库，保存年限在 30 年至 50 年。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质资源则是种

子的遗传资源，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蕴藏

着各种潜在的可利用基因，是育种创新的物

质基础。种子法规定，国家依法保护种质资

源 ，任 何 单 位 和 个 人 不 得 侵 占 和 破 坏 种 质

资源。

检查中了解到，我国种质资源保护全面

加强，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农

业种质资源普查实施，2015 年以来新收集农

作物种质资源 13.9 万份。

四川省建成 6 个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和

14 个省级库；甘肃省完成了 87 个县市区农作

物种质资源普查和 23 个县区重点调查；江苏

省抢救性保护了“黄金小玉米”等一批地方特

色品种资源；湖南省扩建省农作物种质资源

库，已保存资源和亲本 3 万多份、中间材料近

10 万份……

检查组发现，在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方

面，还存在重农作物资源、轻林草资源，重保

存、轻鉴定，重收集、轻引进等问题，种质资源

重复保存、共享利用不足等问题仍待进一步

解决。对此检查组强调，农业种质资源保护

是农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必须牢固树立全

面保护、多元化利用理念，加大种质资源库、

种质资源保护区和保护地建设力度，做好种

质资源普查、系统调查与抢救性收集工作，夯

实育种创新物质基础。

推进种业科技创新，
推动良种选育创新攻关

8 月 24 日，检查组来到甘肃省张掖国家

玉米种子产业园。站在广袤田野里，放眼望

去，大片玉米迎风摇曳，如碧波般荡漾。

据介绍，张掖市立足独特资源禀赋，全市

农作物制种面积持续稳定在 140 万亩，年产种

子 6.25 亿公斤。其中，玉米制种面积稳定在

100 万亩、产种量达 4.2 亿公斤。“张掖玉米种

子”获得全国唯一的种子国家地理商标证书，

甘州区被认定为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

基地。

通过奖励扶持政策，张掖市全力支持玉

米制种企业创设国家级新型研发机构、院士

工作站、科研试验站，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

攻关，推动种业自主创新，提升核心种源竞争

力，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目

前，张掖市种业得到快速发展，已初步建成以

玉米制种为主导，以油菜、马铃薯等为重点的

农作物种业体系。

种子法明确，国家鼓励科研院所及高等

院校与种子企业开展育种科技人员交流，支

持本单位的科技人员到种子企业从事育种成

果转化活动。在实践中，如何持之以恒打造

重大创新载体，加强协同攻关和产学研深度

融合，支持和推动品种创新，成为检查组十分

关心的问题。

检查组了解到，2021 年以来，在国家科技

计划支持和全国种业科研人员共同努力下，

我国种业振兴实现良好开局，重要成果竞相

涌现，种业科技实力加快实现量的突破和质

的跃升。

检查组强调，要贯彻实施好种子法关于

加强种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规定，坚持育

种基础研究和前瞻性布局并重，在加强育种

基础性公益性研究的同时，重点突破基因编

辑、全基因组选择、智能育种等前沿技术，推

动以核心种源为重点的重大科技攻关。坚持

将增强育种创新能力作为种业振兴的关键抓

手，依法支持和推动品种创新，提升育种创新

整体效能。

强化种子监管执法，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澧县大堰垱镇德桂农资经营部经营假水

稻种子案、安乡县新天地农友农资经营部经

营假大豆种子案、汉寿县李玉桃蔬菜技术服

务部销售应当审定未经审定的玉米种子案

……10 月 31 日，湖南省常德市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负责人向检查组介绍近年来全市种

子法执法典型案例。

种子质量不仅影响农业生产，也直接关

系农民能否获得稳定的生产经营收益。如何

守牢风险防控底线，严格质量监管，保障安全

供种，严防发生坑农害农行为？

检查组强调，要贯彻好种子法关于规范

种子生产经营的规定，依法开展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和备案管理，严格执行种子生产和检

验规程，落实种子标签真实性原则。实施好

加强种子质量监管的法律规定，依法明确政

府相关部门的执法主体地位和市场监管职

责，压实监管责任，加大对制售假劣种子等违

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对种业发展而言，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

护创新。种子法明确，国家实行植物新品种

保护制度。对国家植物品种保护名录内经过

人工选育或者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改良，具

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和适当命

名的植物品种，由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原

主管部门授予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植物新品

种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

检查组了解到，2016—2022 年，全国法院

共受理植物新品种民事一审案件 1939 件，审

结 1746 件。近 5 年来，品种权人胜诉率超过

七成，案件平均判赔金额 42.5 万元，维权“证

明 难 、成 本 高 、赔 偿 低 ”等 难 题 得 到 有 效 缓

解。同时，加大涉种子犯罪的刑事惩处力度，

及时发布农资打假典型案例，对涉种子犯罪

形成有力震慑。

检查组强调，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事关国

家粮食安全，事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要进

一步完善种业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

高效衔接机制，在线索举报、案件受理、证据

移交等方面加强协作配合，提高执法司法救

济时效性。及时跟进研究法律适用遇到的新

情况新问题，明确司法审判规则，用好惩罚性

赔偿制度，提升案件办理质效。

用法治力量保障和推动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种子法执法检查

本报记者 倪 弋

本报北京 12月 21日电 （记者丁怡婷）记者从 21 日召

开的 2024 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能

源安全稳定供应能力稳步增强。全年新增电力装机约 3.3
亿千瓦，总装机达到 2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2.9%，全国电力

供应总体稳定。可再生能源成为保障电力供应新力量，总

装机年内连续突破 13 亿、14 亿大关，达到 14.5 亿千瓦，占全

国发电总装机比重超过 50%，历史性超过火电装机；风电光

伏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突破 15%。

与此同时，我国大力推动油气增储上产。新建原油产能

2250万吨、天然气产能 420亿立方米，全年原油产量稳定在 2亿

吨以上，天然气产量超过 230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超过 4.5%。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

进展顺利，截至 11 月底，第一批已建成并网 4516 万千瓦，第

二批、第三批已核准超过 5000 万千瓦，正在陆续开工建设；

建成投运新型储能项目超过 2400 万千瓦；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超过 800 万台。

针对 2024 年重点工作任务，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将扛牢能源安全首要职责，全面增强供应保障能力。推

动原油产量稳产在 2 亿吨，天然气继续保持较好增产势头；

科学合理优化煤电布局，对未来 3 年电力预警供应紧张的

地区安排必要兜底保障电源。2024 年，还将聚焦落实“双

碳”目标任务，持续优化调整能源结构，大力提升新能源安

全可靠替代水平，全年全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 2 亿千瓦

左右。

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过半
今年原油产量稳定在两亿吨以上

新华社乌鲁木齐 12 月 21 日

电 （记者尚升、高晗）20 日，《新疆

人权法治保障报告》蓝皮书在乌鲁

木齐发布，这是关于新疆人权事业

发展法治保障的首部蓝皮书，重点

分析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新疆人权事业法治保障进展和

成就。

蓝皮书由总报告、专题报告、

调研报告和个案研究三部分组成，

另附有新疆人权大事记，由新疆大

学新疆人权保障与发展进步研究

中心、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共

同编写，旨在通过相关领域专家学

者所完成的学术性综合研究报告，

打造一个全面展示新疆人权事业

发展的学术阵地，更好服务新疆人

权事业发展建设。

总报告重点讨论了新疆人权

法治保障建设的发展与成就。8 篇

专题报告聚焦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来新疆各领域的人权法治

保障状况。调研报告和个案研究

部分共有 4 篇报告，疆内外专家学

者通过大量数据和事实，以科学的

方法展示新疆的人权事业发展状

况。同时，蓝皮书提出了促进中国

新疆各项人权保障的政策建议，并

对新疆人权事业发展的前景作出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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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纪雅林 张伟昊 邓剑洋

12 月 21 日，电力工人在位于宁夏吴忠市境内的贺兰山—典农 220 千伏线路工程 1—4 号铁塔安装间隔棒。当日，随着电力工人将铁塔

线路附件全部安装完毕，该工程总长 73.9 公里的输电线路全部贯通完成，为年底建成投运打下坚实基础。 袁宏彦摄（影像中国）

本报北京 12月 21日电 （申佳平、李楠桦）12 月 21 日，

由人民日报社指导、人民网主办的 2023 人民企业社会责任

荣誉盛典暨第十八届人民企业社会责任奖颁奖活动在京举

行。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徐留平，人民日报社社长庹震出席活动。

本次活动以“勇毅实干 共向未来”为主题，分为“致富

乡间”“绿色答卷”“基业长青”“筑梦未来”“星河万里”5 个

篇章，邀请来自政、企、学、媒等领域的各界代表出席，宣传

展示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探索和成果。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徐立京、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潘健在会上致辞。中

央社会工作部、生态环境部、中国社科院、中国乡村发展协

会、中国儿童中心等单位有关同志发言。

与会人员表示，开局之年，中国企业在稳增长、保就业、

强链条、护生态等方面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成绩来之不易，经

验尤为宝贵。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

代的硬道理，努力实现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竞争力更强、影

响力更大的发展，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助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关乎“国之大者”的各领域、

各方面有力有效践行社会责任。广大职工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主力军，也是企业成长的主动能。真诚希望广大企业顺

应时代发展，把握新形势、新要求，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推动提高职工技能素质，完善尊重体现劳动价值和技术

价值的具体举措，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不断增强广大职

工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据介绍，人民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已连续举办 18年，是中

央重点新闻网站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最早发起的活动之一。

2023人民企业社会责任

荣誉盛典在京举办

本报北京 12月 21日电 （田亮）12 月 21 日，环球人物

年度盛典“聚力·奋发 2024”在人民日报社举行。人民日报社

副总编辑方江山出席活动。

主题演讲篇章中，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汝钤、联合国前副

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等 7 位嘉宾分别作主题演讲。

圆桌论坛篇章中，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综管部副主

任李蕊，北京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工商联副主

席李志起等围绕“短剧，如何在流量里挖掘价值”“点燃消费

‘主引擎’的关键”展开讨论。

环球人物年度盛典活动旨在汇集各领域有突出贡献和

重要洞见的人物，交流思想、共话未来。活动期间，环球人

物杂志社公布了年度人物——破圈的 AI，致敬人类对开

拓、创新的有力畅想，致敬人类更加闪烁生光的未来。

环球人物年度盛典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