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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人公

陈萌山，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主
任，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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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小时候的味道！”每当吃到刘晓华自己种的
菜，女儿总是赞不绝口，这也是刘晓华幸福感最浓的时
刻。西红柿、黄瓜、豆角、萝卜……每次去看望在市里
工作的女儿时，刘晓华总会拎上一兜自家种的绿色蔬
菜。而她也不忘提醒女儿，在菜市场上买的菜，一定要
一片片掰开来洗干净，最大限度减少农药残留。

刘晓华和闫玉堂，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张村一对地
道的农民夫妇。他们种了一辈子地，而且越种越多：从
一开始的5亩，到现在的12亩——同村一家人外出谋生
了，把名下的7亩地让给他们老两口代为耕种。

“二三十年前，我们种地都用的是自留种子。后
来，开始流行到种子公司买种子。以前一亩地最多产
100来斤小麦，用上买来的种子后，一亩地产量能达到
近1000斤呢！”闫玉堂说。但随着产量的突飞猛进，他
也发现，新种的小麦口感与之前的不一样了。以前的小
麦，放上几年味道也不会有太大变化，而现在的小麦，
放一年就不怎么好吃了。

“所以，高科技虽然好，也不能完全依赖。比如，现在
虽然有除草剂了，我还是习惯扛着锄头去田里锄草，哪
怕是伏天里，热到汗流浃背。我觉得除草剂用得多了，
也可能会对粮食的品质有影响。”闫玉堂告诉记者。

“现在农村最大的问题是年轻人很多都外出了，只
剩下我们这些中老年人在种地。如果我们老得没法动
了，谁来种地呢？”刘晓华常常想。

一亩地每年能拿60元的补贴，但是同样一亩地的
成本要花费掉近300元：买种子、买肥料、租机器进行
犁地和收割……等卖掉粮食对冲之后，纳入口袋的收入
并不富余。不过，她也深信，国家对农民的优惠政策会
越来越多。“我天天看新闻，国家对农村、对农民越来
越重视了。只有保护好农民的利益，才会吸引更多的人
回农村来。到那时，人们也许会换一种方式种地，不会
再像我们这代人一样成天风吹日晒、面朝黄土背朝天
了，只用盯着机器、让机器干就行。”

谷雨时节播种下玉米和谷子，白露进行收获，秋分
前后开始种小麦……刘晓华夫妇一位 68 岁，一位 67
岁，仿佛生活在节气上。但纯粹靠天吃饭也令他们缺乏
安全感：年景好时收成还说得过去，年景差时一年的心
血也可能付诸东流。因此，他们还有那么一点期待：未
来的某天，农民也能领到国家发的工资，“像退休工人
一样有保障。”

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张村农民夫妇：

“希望像退休工人一样有保障”
本报记者 司晋丽

种业不能被“卡脖子”

“土、肥、水、种、密、保、管、
工，种子是农业的‘八字宪法’之
一，是科技的载体，农业增产增
收，种子先行，它的作用非常大。”
18日傍晚时分，走出会场的陈萌
山一说起种子的话题便滔滔不
绝，刚刚，在全国政协2020年第
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
上，他关于粮食生产与经济形势
的发言，反应热烈。

与农业打交道几十年，说起粮
食问题，他对种业安全格外看重。

“那个时候，我们用的都是
自留种，种子的生产水平很低，
农民的收成也不高。”1974年，
17岁的陈萌山回到湖北黄梅县
小池公社，当上了生产队会计。
原以为在田间地头看着从种到收
的日子会年复一年下去，谁也没
有想到，这才是他一辈子跟农作
物种子打交道的开始。

1978 年，经国务院批准，
中国种子公司成立，推动全国
种子“四化一供”，为我国种业
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使种子从
自繁自育阶段走上种子产业化发
展道路。此时，作为全国恢复高
考后首批迈入大学校门的幸运者
之一，陈萌山已经是华中农学院
的一名大学生，很少有人知道的
是，当年他报的所有志愿全部为
农业大学。

1993年，在前农业部工作
10余年的陈萌山调任中国种子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当时主要

业务是国际种业的生产经营和国
内种子的繁育销售。”陈萌山回
忆，当时种子的研发主要依靠科
研机构，新品种供不应求，在他
的主张下，集团成立了科研中
心，在全国率先探索商业性育
种。

回首几十年，陈萌山颇有感
慨。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了种子
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从总体看，我国种业有了
长足的发展，农作物良种覆盖率
在96%以上，自主选育品种面积
占比超过95%。”陈萌山告诉记
者，水稻、小麦两大口粮作物品
种已实现完全自给，良种对粮食
增产贡献率已超过45%。

但是，生物育种原创性成果
不足，重大基因仍然缺乏；优质绿
色超级稻、优质功能水稻、高产高
蛋白大豆等还不能满足生产需
求；部分畜禽产品种源仍依赖进
口。种业安全形势仍然值得重视。

“年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将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
列为 2021 年八项重点任务之
一，强调要打好种业翻身仗，种
业被提到如此的政治高度，应该
说是前所未有的。”陈萌山表示。

重现“舌尖上的记忆”

“蔬菜没有蔬菜味儿！”如
今无论冬夏，生鲜超市里的蔬
菜水果琳琅满目，种类繁多，
但人们却似乎找不回儿时舌尖
上那原汁原味的记忆了，只剩
下“小时候吃过的那种瓜怎么

绝种了”的感慨。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面对记者的疑惑，陈萌山直言，
多年来我国的确有一些种业资源
在流失，“对于种业科研攻关来
说，这将是当前和今后的一大重
点课题”。

“主要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种
子以产量为导向，为了提升种子
增产的作用，育种和栽培过程中
可能把一些风味和营养基因忽视
了。”陈萌山说，此前我们只是追
求“吃得饱”，现在我们不仅要吃
饱，还要吃得更加营养健康、吃得
愉悦，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也是种业
的新课题、新任务”。

“接下来，围绕种子问题，
国家一定会采取更加有力的举
措。”陈萌山向记者透露，农业
农村部即将出台“十四五”种业
发展规划，未来国家将进一步强
化政策保障，大力推进新品种、
新技术、新工艺研发，加大种子
生产基地条件建设，强化种业知
识产权创造、保护、运营管理能
力，确保我国种业安全和种业市
场的健康发展。

“特别是作为我国种业‘卡
脖子’领域，部分粮食作物和畜
禽良种是亟待加强的薄弱环
节。”陈萌山说，下一步，国家
将在品种保护、重点种源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产学研用深度融
合、商业化育种体系建设上重点
发力，努力提升核心种源自给
率，提高畜禽种业产业科技创新
能力和推广应用水平。

“可以预期的是，到 2035
年，我国将建成更加完善的现代
种业体系，种业核心竞争力进一
步提升，加快由种业大国向种业
强国的转变。”陈萌山说。

“小康来了，我们却不会
吃饭了”

“小康来了，我们却不会吃
饭了。”陈萌山的这句话让记者
印象深刻。

在他看来，穷困的年代，面
对吃饭人们只有一个烦恼，就是
千方百计想办法吃饱；现在富裕
了，吃饱饭已经不是问题，人们
却面临新的困扰，“这种困扰，
不是营养不足，而是营养失衡和
饮食方法失当”。

营养失衡，主要是营养过剩
和微量营养素缺乏；饮食方法失
当，主要是油腻、盐多、糖多、辛
辣、生冷食物太多，造成营养性慢
病高发。刚刚发布的《中国居民营
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

显示，近年来，我国居民膳食脂肪供
能比持续上升，农村也突破30%推
荐上限。家庭人均每日烹调用盐和
用油量仍远高于推荐值，不健康的
生活方式普遍存在。

陈萌山在长期调查中还发
现，我国食物消费和营养素摄入
结构不平衡、城镇与乡村之间营
养状况发展也不平衡。食物生产
供给结构调整滞后、生产加工技
术体系跟不上需求变化、健康饮
食知识普遍匮乏等问题日益凸
显，这都是影响食物生产升级和
食物消费升级的主要原因。

令陈萌山欣慰的是，我国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的不断增强，将为城
乡居民餐桌上带去更加丰富的食物
供给。目前，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稳定登上1.3万亿斤的台阶，这
是进入新时期我国粮食稳产保供的
坚实基础。

今年，是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之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就“十四五”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了建
议，其中，就粮食生产，专门有一
段描述，不仅强调了粮食安全的底
线意识，还从农业支持政策、耕地
保护、“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实施、绿色优质生产导向等方面
作了具体部署。“我对粮食生产信
心十足，到2035年，我国粮食将
登上1.4万亿斤的新台阶，完全能
够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
安全’，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上。”陈萌山说。

“未来15年，是我国从中高收
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
期，要更好地引导我国食物生产和
城乡居民食物消费。”陈萌山说，
预测到2035年，全国人口将达到
峰值，收入效应对老百姓食物消费
水平的影响将越来越小，老百姓的
膳食结构将趋于稳定，菜果畜产品
消费比例将大幅提升。

当前，我国食物生产正加快进
入营养导向型发展的新阶段。“这
是新时代下，我国食物生产历史性
跨越的新水平、现代化发展的新标
志和全面小康目标的新需求。”在
陈萌山看来，我们已经告别缺衣少
食的年代，如今大家在吃的方面，
更应注重营养和健康。他坚信，全
民饮食营养健康意识将更加凸显，
现代食养理念将更加深入人心。

“吃是一门学问，会吃才有健
康。”这是陈萌山最常挂在嘴边的
话。他相信，未来每个人都会明白，
食养对身体的滋补是最重要的增进
健康、延年益寿的途径，健康的主角
不再靠医治，而主要是靠食养、靠预
防。农业将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
提供更加有力的食物营养支撑。

种 子 要 翻 身
本报记者 朱 婷

陈萌山说：
●新农民：从“种地”到“管地”
2035 年，我们将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到那时，我们的农业生产现代化
水平也必然会大幅提高。农民实现从“种
地”到“管地”的转变，彻底告别祖祖辈辈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粮食生产不再是低
效、贫穷的代名词，粮食产业链延伸将为亿
万农民带来更加丰厚的回报。

那时候我们的种粮农民应是一种职业、
岗位，而不是一种身份、群体的
划分。种粮主体收入与其他行业
从业人员收入将进一步缩小。

●粮食危机仍将长期存在
去年以来，历经新冠肺炎疫情，我们更

加全面深切地看到，除了传统影响因素之
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异动使得粮食
作为特殊商品的战略属性越来越强化，世界
各国行为不可控的主观影响，对国际粮食安
全带来新的挑战。

未来的粮食危机，很可能不再因为“天
灾”，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人祸”——来自国
际间的恐慌和不信任、金融资本的趋利性、
其他行业领域的波动，都有可能导致粮食市
场陷入混乱。我们必须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
产，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将饭碗牢牢端
在自己手中。

●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治理之道
2020年我国粮食总产达13390亿斤，再夺丰

收，比1978年增长1.2倍。2019年，中国粮食总产
比1978年增产7182亿斤，占同期世界粮食增量
的31.5%。这在历史上和世界范围都是罕见的。

我国粮食过去也是在波动中发展的，要么
“两丰两平一欠”、要么“两丰两欠一平”。而今
天，我国粮食生产已经稳定地登上了1.3万亿斤
的台阶，粮食的波动逐步减小。我国粮食这种长
时期、连续保持增产的势头，展现的内在规律和
发展趋势，正在改变千百年来靠天吃饭的传统
生产局面，表明我们已经形成与基本国情相符
合、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国际形势相对接
的中国特色粮食治理之道。 （朱 婷）

粮 食 是 社 稷
之本，种业是粮食
之基。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中国
人的饭碗任何时
候都要牢牢端在
自己手上。

2020 年 中 央
经济工作会议一
个很引人注目的
提法，就是“要开
展种源‘卡脖子’
技术攻关，立志打
一 场 种 业 翻 身
仗”。如果我国种
业不能及时补上
研发短板，那么我
国的“菜篮子”“米
袋子”就可能受制
于人。

随 着 农 业 技
术的提高、种业的
发展进步，现在，

“中国粮”成为我
们的骄傲，14 亿中
国人不仅解决了
吃饭问题，也为世
界粮食安全贡献
着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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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调研的陈萌山在农村调研的陈萌山 （（右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