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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是种业振兴行

动的重要内容。农业农村部近日举行新闻

发布会，介绍第三次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

查成果。此次普查 2021 年 3 月启动，历时 3
年完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实施规模最大、

覆盖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农业

种质资源普查。

普 查 有 哪 些 新 发 现 和 重 要 意 义 ，资 源

保护利用最新进展如何？记者采访有关方

面进行了解读。

为选育优异的果菜茶、
肉蛋奶等品种提供更多选择

“没有种质资源做基础，再先进的育种

技术和保障条件也不可能凭空育出新的优

良品种。”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次全国农

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专家组组长刘旭表示，

这次普查全面摸清了种质资源的家底，抢

救收集保护了一批优异种质资源，为提升

种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种业振兴提供了

重要支撑。

——夯实了国家粮食安全的资源基础。

新收集资源中，粮食作物种质资源 6.3 万余

份，占比 45.4%。其中，水稻、小麦、玉米、大

豆四大作物占比超过三成。

——丰富了多元食物供给的资源种类。

此次普查覆盖了农作物、畜禽、水产养殖资

源，在山西、上海、浙江等 11 个省份还开展了

农业微生物的普查。

农作物方面，收集保存资源新增加了 24
个 科 、166 个 属 、370 个 种 ，物 种 总 数 增 加

21.2%；畜 禽 方 面 ，查 明 了 33 个 畜 禽 种 类 、

1018 个品种资源状况，首次查清青藏高原区

域畜禽遗传资源本底，填补了我国极高海拔

地区的普查空白；水产方面，共找到 857 个种

质资源，物种和品种数量都居世界第一。“这

些资源对落实大农业观、大食物观，选育优

异的果菜茶、肉蛋奶、鱼虾蟹等品种，提供了

更多的选择。”刘旭说。

——挖掘了具有较高价值的优异资源。

“新收集的种质资源，或性状优良，或生存地

生境特殊，或历史悠久，对于培养高产优质、

抗逆广适的新品种，研究作物的起源演化以

及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刘旭

说，目前已经有 6238 份资源应用于育种创新

和产业开发。

此次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种质资源数量的分布

情况与我们各地现有水产养殖产量和产业

情况基本保持一致，客观反映了种质资源是

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农业农村部渔业渔

政管理局局长刘新中说，普查中也发现，吉

林、山西、陕西、云南等传统意义上的水产养

殖小省，种质资源的数量不少，均在百种以

上，云南甚至达到 240 种，“说明这些区域在

水产养殖中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和潜力。”

重新找回 10 个曾宣布
灭绝的畜禽地方品种

红 色 的 羽 毛 、带 有 像 子 壳 一 样 的 飞

花，老一辈人记忆里的山东烟台 糠鸡，外

观漂亮、肉质好、蛋重大。在普查队员的努

力下，这一消失 20 年的优良地方品种，在原

产地 400 公里外的山东济宁太白湖畔重现

踪迹。

与上次相比，这次普查中畜禽地方品种

一个没少，还重新找回了 10 个曾经宣布灭绝

的品种，包括河南项城猪、山东烟台 糠鸡、

广东中山麻鸭等。“这些品种资源历史悠久，

弥足珍贵，重新找回是一个意外收获。”全国

畜牧总站副站长左玲玲介绍，通过大力实施

抢救性收集保护，避免了濒危资源的灭失。

据最新调度，61 个濒危畜禽地方品种存栏数

量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性增长。

普查新收集的 13.9 万份农作物资源，近

九成为地方品种，也就是常说的老品种或农

家种。受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生产方式

转变等因素影响，一些农家种在生产应用中

逐步退出。

“我们将地方品种资源抢救性收集保护

作为重点，对农户种植在田间地头、房前屋

后，悬挂在屋檐房梁，珍藏在木柜瓦罐中的

农家种进行了全方位摸排。”刘旭介绍，这些

资源已收入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中，实行

长期战略保存。

“这次普查强调了应收尽收、应保尽保，

尤其是对普查发现的濒危珍稀资源开展了

抢救性保护。”刘旭介绍，目前每一个濒危农

作物种质资源都有一个明确的保种单位、一

个专家组、一个评估体系和一套保护方案。

抢救性保护经费随普查启动同步落实，3 年

来，共安排中央财政资金超千万元，带动各

级筹措资金超 3000 余万元。

“广大普查工作者辛苦努力，收集了大

量的种质资源。”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司

长刘莉华介绍，保护好这些种质资源极其重

要，农业农村部不断加大种质资源保护利用

体系建设，初步构建了原位保护和易位保存

相结合、活体保护与遗传材料保存相补充、

国 家 保 护 与 省 级 保 护 相 衔 接 的 保 护 利 用

体系。

目前，现代化的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新

库已建成运行，可以满足未来 50 年长期战略

保存的需求；世界单体最大的国家畜禽种质

资源库正加快建设，预计到明年年底能够基

本建成；世界一流的国家海洋渔业生物种质

资源库已投入运行。此外，国家农业微生物

种质资源库正在筹建，保护体系也在逐步

完善。

国家启动实施玉米种质
资源改良计划

在浙江温岭，坞根镇红山村村民陈阿公

种了几十年小土豆，近年收入增加了不少。

对这种个子小、产量低、品质好的“温岭小洋

薯”，当地加强优异种质资源开发应用，延长

产业链条，全市小洋薯种植面积超 2500 亩，

实现年产值约 7000 万元。

“我国的地方品种丰富多样，分布面积

范围广、性状独特，是现代育种不可多得的

种质资源，有广阔的产业化开发前景。”刘旭

表示，种质资源是育种创新的物质基础，普

查收集只是第一步。让资源优势尽快转化

为创新优势、产业优势，主要有三方面重点

任务。

加快资源的鉴定和挖掘。当前，国家库

保存资源的规模化基因型鉴定和表型鉴定

正在系统推进，已鉴定挖掘出一批高油高产

的大豆、耐密高产和抗旱宜机收玉米、短生

育期的油菜、抗赤霉病高产小麦等优异资

源，并全部分发用于育种创新。

强化资源改良和创制。“目前保存的资

源多为传统的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种，好

的性状比较突出，不好的性状也在里面，需

改良转化。”刘旭坦言，资源改良的周期长、

投 入 高 、见 效 慢 ，育 种 者 积 极 性 不 高 。 今

年，国家启动实施玉米种质资源改良计划，

未 来 将 逐 步 向 大 豆 、油 菜 等 重 要 农 作 物

延伸。

推动资源共享和利用。目前，我国每年

向社会分发共享种质资源超过 10 万份次，服

务育种单位和企业超过 2000 余家；制定出台

种质资源共享利用的办法，先后发布了两批

可供利用的种质资源目录，首次公开推介了

一批耐盐碱的种质资源。

“各地的育种单位、企业都可以在中国

种业大数据平台上查询这些资源，这为推动

种质资源共享交流迈出了关键性一步。”刘

旭说，目前正在开展资源登记工作，鼓励企

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社会组织、个人登

记其保存的资源信息，以实行统一的身份信

息管理，方便育种者查询和申请获取。

第三次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成果丰硕

种业振兴，资源基础更坚实
本报记者   郁静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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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对接需求  专属化护航科创企业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建设银

行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力度、广度、精度正不断提升。

为增强科创企业融资可得性，建设银行山西省分行与山

西省科学技术厅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加速与全省科

研项目、科创企业等全方位对接。针对科创企业从初创

期到成长期、再到成熟期的全生命周期金融需求，建设

银行山西省分行配套专属适配产品，满足不同企业不同

时期的需求，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峥峰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专精特新企业，自主

研发 10 余款“峥安”系列硬件产品，技术支持覆盖安徽、

江西、宁夏等省份的市场。建设银行太原昌盛西街支行

工作人员主动走访企业，实地勘验后，向企业推荐专精

特新企业专属配套产品“善新贷”，一周时间内完成贷款

投放。

建设银行山西省分行因地制宜打造专属服务方案，

将专精特新、高新技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全部

纳入支持范围，推出“善新贷”“科技易贷”“科创贷”“科

技研发贷”等专属产品，做好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

创新产品体系  特色化服务城乡融合

推动城乡融合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共同富裕

的重要举措。建设银行山西省分行紧扣农村金融服务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不断优化金融服务模式，针对不

同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和特点，整合交易、资金及物

流等数据，从种植、养殖、农商场景出发，不断丰富

乡村全面振兴贷款产品种类和体系，为乡村全面振

兴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其中，“大象贷”是建设银行吕梁分行

依托重点企业的订单流相关大数据推出的

贷款产品，授信客户已遍布山西省内 10 个

地市、近 50 个县，并辐射河北、内蒙古等

地。截至目前，累计为 478 户规模养殖户

投放贷款 4.77 亿元，余额达 1.99 亿元。

提升服务质效  普惠化减费让利惠企

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不仅要“锦上添花”，更要

“雪中送炭”。为切实提升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质效，建

设银行山西省分行积极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

性，优化贷款服务模式，加大续贷支持力度，合理设置贷

款期限，持续扩大信贷资金覆盖面，大力支持中小微企

业发展。今年以来，累计为小微企业减费让利超 4000 万

元，为 9142 户小微企业累计发放无还本续贷 39.7 亿元。

山西天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环保、有机肥

生产于一体的现代化生物科技公司。随着生产效益的

逐步提升，企业今年计划在外地新建一处分厂。由于基

建项目需要投资，企业面临着较大的生产资金压力。建

设银行太原三墙路支行工作人员实地走访该企业并介

绍最新的信贷政策和产品，还根据企业资质和需求，为

其定制了授信方案，当天便发放了 80 万元信用贷款，给

予利率下调 10 个 BP 优惠，为企业发展增添助力。

为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质效，建设银行山西省分行根

据小微企业客户、个体工商户、涉农客户、供应链上下游

客户、科创客户等不同特点，推出“小微快贷”“个人经营

快贷”“裕农快贷”“交易快贷”四大体系 30 余种信贷产

品，并针对不同客户类型及使用场景，提供“通用型+定

制化”服务，做到了普惠服务“不打烊”。

建设银行山西省分行以金融活水支持地方特色产

业链、科创企业群、农业产业圈、小微企业矩阵和金融融

合发展，走良性循环发展之路。未来，建设银行山西省

分行将坚持守正创新，把各项工作融入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的大局中，找准普惠金融服务的着力点，坚定不移

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为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建设银行山西省分行坚守主责主

业，加快推进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相关工作，加大高效优质

普惠金融供给，为小微企业、涉农经营主体及重点帮扶群体注入源源不

断的金融动力，满足其多样化金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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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都贷醋都贷””为传统醋企为传统醋企““增醇增醇

添香添香””

本报重庆 12 月 27 日电   （记者姜峰）27 日晚，大型理论传

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在重庆卫视推出。节目记录生动鲜活

的思政课，理论紧贴实践，努力打造理论深度和实践热度兼具的

精品节目。

当晚播出的《思想的力量》总开篇主题为“思想的伟力”，第一

季的主题是“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节目采用主题季编播，

一个理论主题即为一季，每季策划 4 至 6 期节目。在节目形态上，

《思想的力量》采用“分享人+点评嘉宾+现场观众”的模式，引入

声光电、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多重技术手段，活化观点的创

新表达；注重吸引年轻受众，打造有意思、有意义的思政内容。

该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电集团（总台）

承办，是重庆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党

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重点项目。

大型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开播

本报北京 12月 27日电   （武凤珠）第二届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谱系研究与传播座谈会近日在人民日报社举行。中央档案

馆原馆长杨冬权、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峰等围绕

创新大思政课建设，引导青少年从小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

精神，厚植红色基因，树立红色理想等进行交流。

本次活动由《人民周刊》杂志社主办。《人民周刊》杂志社从

2022 年开始，坚持“两创”方针，努力用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

的新闻报道、图书产品和社会活动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推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增刊，开设“精神谱系研究

与传播”专栏，与中国楹联学会联合开展“理想·初心——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楹联书法作品全国征集和巡展。

第二届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研究与传播座谈会举行

本报北京 12月 27日电   （记者丁雅诵）以“推进教育科技人

才一体发展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主题的人民网 2024 大学校

长论坛 27 日在北京举行。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徐立京，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高

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李楠出席并致辞。中国人

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郑水泉、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刘辉作为高

校代表发言，北京邮电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徐坤作主旨报告。

来自全国百余所高校的嘉宾聚焦“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加强拔尖人才培养，激发高校科技创

新内生动力”“强化科教融汇，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等话题展开

研讨与交流。

论坛上，聚焦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情况，人民网发布“2024
年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情况分析报告”。为助力提升全国大中

小学师生的人工智能素养，人民网发布“AI 园丁计划”。

人民网 2024大学校长论坛在北京举行

■大数据观察R

历 时 3 年 ，投 入 150 万 名
普 查 人 员 、累 计 行 程 6300 万
公里，首次开展水产养殖种质
资源普查、首次查清青藏高原
区域畜禽遗传资源本底、首次
公 开 推 介 一 批 耐 盐 碱 的 种 质
资 源 …… 第 三 次 全 国 农 业 种
质资源普查工作全面完成，摸
清 我 国 农 作 物 、畜 禽 、水 产 养
殖种质资源的种类数量、区域
分 布 、特 征 特 性 等 家 底 ，成 果
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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