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洋种”来袭，何以应对？

———我国种业市场状况扫描

“洋种子” 是否已控制了中国种业市
场？外资种子企业纷纷入华到底利弊何在？

国产种业能否保障粮食安全、 支撑农业发
展？

记者日前通过采访了解到， 如今我国每
年推广使用农作物主要品种约

５０００

个， 自育
品种占主导地位， 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
种。

“小种子”长成“大产业”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种子需求国， 巨大的
市场空间已吸引孟山都、杜邦、先正达等跨国
种业巨头进入中国。 农业部的数据显示，自
２０００

年种子法实施以来， 我国的种业市场全
面放开， 目前持有效经营许可证的外商投资
的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共有

２５

家，其中
４

家经
营玉米品种、

１

家经营棉花品种， 其他从事蔬
菜花卉种子经营。

与此同时， 国产新品种在竞争中得到快
速发展，仍稳控大局。目前，水稻、小麦、大豆、

油菜等几乎全部为我国自主选育品种， 我国
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

９６％

， 良种在增产
中的贡献率达

４３％

以上，特别是超级稻、紧凑

型玉米、优质小麦、设施蔬菜等一大
批新品种的推广应用，为实现粮食增
产、农民增收做出重要贡献。

“随着新品种开发能力的不断增
强，国内生产用种得到有效保障。”农
业部副部长余欣荣说， 与此同时，我
国种子企业实力也在快速增强，企业
育种投入加大，种子研发、生产的集
中度明显提升。我国前

１０

强种子企业
年研发投入近

６

亿元， 占其销售收入
的
６％

以上。种子企业总量由
３

年前的
８７００

多家减少到目前的
５２００

多家；销
售额过亿元企业

１１９

家，增幅
３０％

。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种子出口规
模在不断扩大，种子年出口总额已超
过
３

亿美元。除了周边的东南亚国家，

在非洲、中亚等市场也加强和所在国
的合作。如今，我国种子企业已和全
球

１４６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杂交水
稻、玉米、蔬菜等种子的贸易关系。

“与狼共舞”提升种业竞争力
“洋种子”的进入，在丰富我国品

种资源、转变传统种植模式、引进先
进营销理念和激发国内种业竞争意
识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如进口蔬
菜品种， 丰富了我国人民的“菜篮

子”，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玉米种子引入单
粒播等先进营销和种植理念， 促进了种子质

量的提高。与之相伴的，是给国内种业带来了
巨大压力和挑战，竞争愈加激烈。

“我国种业发展到今天，贯穿着一个改革
的主线。 通过改革不断地增强了中国种业发
展的活力， 增强市场的竞争力以至于国际的
竞争力。”余欣荣说。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个个“重磅”文件的
出台有力推动了种业改革：

２０００

年， 种子法颁布实施， 放开种子市
场，推动种业经营体制改革，集中打破国有企
业统一计划经营种子的工作格局；

２００６

年， 关于推进种子管理体制改革加
强市场监管的意见出台， 集中解决中国种业
界的政企不分， 结束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
员的历史；

近年来，每年的中央
１

号文件都对种业发
展予以强调；

２０１１

年， 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现
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 开启了我国从传
统种业向现代种业、 种业大国向种业强国迈
进的新局面；

２０１３

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种业体
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发布， 进一步明
确深化种业体制改革的政策， 提出建设种业
强国的目标。

“在新的形势下，作出这样强有力的部
署，对于推动我国种业发展尤其是粮食安
全的保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余欣
荣说。

打造“种业强国”仍要突破藩篱
我国种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 全国

种业市场价值已超过
６５０

亿元，种业的市场化
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 但与国际先进水
平比仍有较大差距。

“我国玉米亩产目前只有
３９０

公斤， 与美
国差距近

３００

公斤。” 农业部种子局局长张延
秋举例说，良种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我国
仅为

４３％

， 美国等发达国家普遍在
６０％

以上；

世界种业前
１０

强企业全球市场占有率， 已由
２００６

年的
３７％

攀升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５４％

。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 中国人的饭碗
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并且主要装中国粮，必
须把种子紧紧抓在自己手中。 我国种业发展
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优良品种选育
和推广水平总体还不高， 种子企业的科研能
力和市场竞争力较弱， 迫切需要全面深化种
业体制改革，加快健全种业科技创新体系。

如何筑牢种业安全根基， 深化种业体制
改革？韩长赋认为，要破除阻碍种业发展的“藩
篱”，着力解决种业创新与农业生产“两张皮”

的问题， 加快培育生产急需的突破性新品种；

着力解决地方保护、不当干预和监管不力的问
题，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种业大市
场；着力解决我国种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
的问题， 加快构建育繁推一体化发展机制，打
造现代种业集团，提升种业国际竞争力。

（据新华社北京电）

借“洋种”之力扬“国种”之威

强国必先强农，强农必先强种。一个时
期以来，人们为外资种子企业纷纷在中国投
资建厂、“洋种子”快速扩张而担忧。的确，种
业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中国人
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就必须把种子
紧紧抓在自己手中。

我国自
2000

年实施种子法以来，种业市
场得以放开， 种子企业竞争加剧一些产业，

如设施蔬菜中的小番茄、彩椒等，国外品种
占据了半壁江山以上，而在一些过去育种能
力较弱的领域如甜菜和向日葵，“洋种子”也
成为主导，但对这些无须惊慌。

农业部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自育

品种仍占主导地位，其中水稻、小麦、大豆、

油菜等几乎全部为我国自主选育品种，蔬菜
类
85%

以上种植的是国内品种，特别是超级
稻、紧凑型玉米、优质小麦、设施蔬菜等一大
批国产新品种的推广应用， 为实现粮食增
产、农民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

引进“洋种子”有什么好处？扩大了品种
交流，引进了新技术、新的种质资源，丰富了
国内选育新品种的基础，激发了科研单位和
种子企业研发活力，国内品种选育步伐也加
快了。比如设施番茄，过去

100%

是国外公司
的品种，近年来国内育种单位选育品种的市
场份额已达

40%

，而且还在扩大。

面对竞争压力，与其惊呼“狼来了”，不
如自己强筋壮骨“与狼共舞”。近几年每年中

央一号文件都对种业发展予以强调， 国务
院相继出台文件对种业改革发展作出全面
部署。 要在世界种业大格局中占据一席之
地， 我国种子企业必须依靠自主科技创新
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在参与国际竞争中
成长壮大。

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是种业创新与农
业生产“两张皮”问题，加快培育生产急需的
突破性新品种；着力解决地方保护、不当干
预和监管不力问题， 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
争有序的种业大市场；着力解决我国种业在
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的问题，加快构建“育
繁推”一体化发展机制，打造现代种业集团，

提升种业国际竞争力。

（据新华社北京电）

□评 论

“的哥”王国顺：你想问的路，我都知道

既是出租车司机， 又是
１０００

万人口的出
行顾问———王国顺，一个双重身份的奇人。

他已经
７

年不曾黑夜入睡了。 每一天，利
用凌晨宁静的几个小时， 他一个人维护着独
自创办的“搜索郑州网”，义务为来自各方的
出行者提供吃喝玩住行指南。

他的梦想是， 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城市
的每一寸土地，当人们满怀希望向他求助时，

他可以自信地回答：你想问的路，我都知道。

指路达人：

把公益网站当“宠物”

午夜，王国顺结束当天的出租车运营，长
达八九个小时的驾驶令他一身疲倦， 但一跨
进家门就直奔电脑，先按了开机键，再去厨房
热妻子留好的饭菜。

“早高峰从农业路南阳路到经三路纬五
路最省时间的路线是什么？”

“好吃的火锅店藏在哪？”

“逛街途中去哪找厕所？”

“某个新修的立交桥通车没？”

……

“搜索郑州网”留言区，大大小小的求助
问题已经在等着他了。他匆匆扒拉一大口饭，

一边嚼一边用他的“二指禅” 敲打解决方案
了。

网站
２００７

年上线以来， 王国顺都是这样
开启崭新的一天。回复网友疑难，更新网站上
的各种地图， 记录当天行车中发现的道路变
化，或者向主管部门提出现存的交通障碍。直
到早上

７

点， 起床做饭的妻子一遍遍催促，他
才离开电脑去睡觉。

作为从业
２０

年的资深出租车司机， 他利
用自己熟悉城市路况和设施分布的独特优
势，成为这个城市贴心的“出行保姆”。

如今， 网站已经有
３９８

万次浏览量，

５０

岁
的王国顺也成了郑州名人。

“每个人爱好不同， 我把网站当成宠物
了！”王国顺黑黑瘦瘦，带着一股没休息好的
倦容，可提起网站却神采飞扬，口若悬河，“为
很多人提供方便，得到大家的赞同，这本身就
是快乐。”

技术“菜鸟”：

用“福尔卧克思”做网页
没有华丽的高清美图， 没有精巧的页面

结构， 甚至没有一个够炫的名字———王国顺
戏称自己的网站为“丑女”。

“问路不用非得问美女，你问丑女、问老
头儿，只要找到路就达到目的了。”他言辞中
有着敝帚自珍的得意。

标出单行道和能否左转的交通地图，

酒吧、公厕、加油站甚至电子眼分布图，以及
各种分门别类的机构位置查询，以最简单的
几何形式在网页上规规整整排开。 乍看不
起眼，对一个技术“菜鸟”而言已经是奇迹
了。

“他初中没毕业，

２６

个字母都认不清楚。

他说办网站，我也就听听，根本没当回事儿。”

看着访问量一直蹿升的网站， 妻子程占美到
现在还觉得不可思议。

王国顺是土生土长的郑州人，

１９９４

年开
上出租车以后， 他猛然发现对自己的城市了
解太少。“很多犄角旮旯的小路根本没听过，

乘客光说地名很难找。” 一开始他只是抱怨，

迫切希望买一本字典类的详细索引， 后来遍
寻未果。

２０００

年，王国顺买了台电脑，本来只想玩
个新鲜， 后来忽然灵机一动：“我成天在街上

转，比一般人对路熟，为啥不自己写本书？”

他开始留心观察一些地名、路线，凑着乘
客下车的空当记在纸上，回家再录入电脑。几
年时间， 他一点一点把积累下的上万条道路
信息变成了电子版。

当他终于摸清了郑州的道路和各种机构
分布， 却突然意识到出书的路行不通：“城市
发展太快，路天天变，书很快会被淘汰。”

怎么及时更新呢？办网站。

对于原来连打字都不会的王国顺来说，

这无疑是空前的挑战。就靠业余时间泡论坛、

读教材，他硬是学会做简单的网页了。

一个细节充分说明了他的艰难和韧劲：

他不懂英语， 只好把所用软件
Ｆｉｒｅｗｏｒｋｓ

用汉
字标注出读音———“福尔卧克思”。

正为如何才能把资料放上网发愁时，王
国顺拉了两名特殊的乘客。“他俩一直说‘服
务器’、‘空间’啥的，我很好奇，也不敢插嘴，

后来一个乘客提前下车了，我赶紧问。”乘客
一听出租车司机要办网站，顿时来了兴趣，专
门指派自己公司的技术人员义务揽下王国顺
的活儿。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搜索郑州网”上线。后来，

王国顺把部分内容出版成册，题名《车轮上的
郑州》，风靡一时。

执著追梦：

“无论多少都要给地球留下点痕迹”

开着出租车穿梭在大街小巷，王国顺感
觉像巡视领地的国王。

“哪儿拆了， 哪儿通了， 胡同里有啥单
位，平常人注意不到的你不都得去看看？”对
所生活的城市， 王国顺有一种强烈的责任
感，“地图上都得及时更新，要不就误导大家
了。”

王国顺和朋友合开一辆车，他值夜班，每
天下午

４

点出车，有乘客时多注意沿途景观和
路线， 空车时干脆就跑到自己不熟悉的地方
转转。每一天，发票本、小纸片，手头能写字的
东西都被他记得密密麻麻。

前不久，郑州南三环快速路通车，王国顺
认真体验后，连熬

６

个通宵，绘制出一份详尽
的行驶指南，

２４

小时内浏览量过十万。出租车
司机张玉胜说：“大家都信任王哥， 哪条路拿
不准问他肯定放心。”

他享受这种便利他人的快乐， 但所付出
的代价只有自己清楚。

每天熬通宵，维护网站这几年，原本就瘦
的王国顺又瘦了

１０

多斤。网站是纯公益性质，

他要自己出服务器租赁费。更严重的问题是，

有了网站，他不能安心开车了。

“原来开到夜里两三点，一办网站
１２

点就
回家了，根本挣不到钱。”妻子程占美忍不住
埋怨。

“光想着网站上有很多东西需要更新，今
天又攒了不少信息得赶快放上， 心就不在开
车上了。”像急着放学的小学生，王国顺说起
来有点不好意思。

当时，女儿还没大学毕业，生活学习开销
都大。程占美眼看指望不上王国顺，于是下班
后兼职打毛衣，一件能拿几十元手工费。王国
顺知道后万分愧疚，决心多开车挣钱。

头两天他勉强能坚持， 往后收车越来越
早，最终又回归

１２

点了。王国顺自己很无奈。

时间长了，妻子也能理解了：“他是真执著，而
且帮助了很多人，也是件好事。”

“人活这一世，无论多少都要给地球留下
点痕迹，不能白白活一生。”王国顺认为，每个
人都要负起对社会的责任，“我的梦想是能为
社会提供更多服务。”

（据新华社郑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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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老板、哥们、兄弟……一个个江
湖习气十足的称呼， 时下在一些党员干部
中盛行， 破坏了党内民主， 损害了党和政
府、干部的形象。

针对这种不良习气， 近日广东省纪委
发出通知， 重申严禁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
间使用庸俗称呼。一些人指出，小小称呼关
乎党风政风， 这一纠偏举措有益于优良传
统和作风的回归。

三令五申屡难禁
广东省纪委发出的通知称， 当前广东

省部分党员干部受官僚主义、 宗派主义、

“江湖习气”等不良风气的影响，把同事、同
志间的称呼庸俗化， 与党的宗旨和人民政
府的性质极不相称。

实际上，多年来，党对干部称谓问题一
直非常重视。早在

１９６５

年中央就发出《关于
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 要求
“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
称同志”；

１９７８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再次强调，“党内一律互称同志， 不要叫官
衔”；

２００３

年以来， 各级党委也以多种方式
重申这一要求， 而且不使用具有官僚主义
等色彩的称呼，也是反“四风”应有之义。

然而， 称呼问题却没能引起一些党员
干部的警惕。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发现，不少
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称部门领导官衔或
“老大”、“老板”，干部之间称兄道弟的现象
也很常见。广东出台禁令后，有些人甚至认
为是小题大做。

“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是党的优
良作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
所副研究员尹小俊说，“这些称呼， 无形
中在党员干部特别是上下级之间制造了
隔阂，何况有些党员干部平日听惯了这些
称呼，也可能会变得虚荣或官僚，甚至专横
跋扈。”

一些干部感慨地说，革命时期在根据地，领导干部和党员、

群众之间都互称同志，或叫“老张”、“老李”……平等而又亲切。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人渐渐丢掉了好传统，开始以职务相称，如
今“江湖称号”又多了起来，“长此以往，对党和国家贻害无穷”。

吉林大学廉政研究与教育中心副主任王郅强教授说， 这种
现象屡禁不止，一方面折射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作风仍
有土壤。 另一方面， 一些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可能感觉不这样
叫，怕对方觉得是对其不尊重，或者觉得在这样的氛围下，如果
不跟风附和，会影响工作和发展。

小称呼背后的大圈子
称呼事小，却反映着党员干部的作风和权力观、利益观，关

乎党风政风。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金振邦说，一些党政干部的官僚主义、宗
派主义等不良作风发展到极致， 就容易滋生腐败问题。“称兄道
弟的背后，实际潜藏的是一个个公权私用的腐败圈子。”

一些与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接触过的人回忆说， 刘志军平
日与下属称兄道弟，在生活和工作中也“很讲义气”。只要是他认
为“好”的“弟兄”就提拔，甚至连组织调查都免了。下属在升迁调
动上若有所求，刘志军一般也给面子，“只要他答应的事儿，一般
会帮到底”。

为开发商“兄弟”不遗余力，大开方便之门。去年被查的安徽
黄山市原政法委书记汪建设平日与下属和商人称兄道弟， 对地
产开发商“兄弟们”关照备至。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１２

年间，汪建设先后利
用职权为

３０

多家房地产商提供各类帮助， 从项目审批、 承揽工
程、征地拆迁，再到施工开业、验收交房、证件办理等，在房地产
项目开发流程的各个环节一路“批条子”、“打招呼”。

类似的例子近些年不少。金振邦说：“顶着‘老大’等帽子，一
些腐败干部俨然成了团伙头目、帮派大哥，周围的人为了牟取利
益，也逢迎附和，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小“病”不治恐成大患
“纠偏利于治病” “有助于打通党员干部之间的话语隔

阂”……连日来，不少网友在痛斥不良现象的同时，也纷纷为广
东出台禁令的做法点赞，对如何有效落实提出建议。

“好作风不仅要‘逼’出来，更要化为自身的行动准则。”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主任唐勇说，“党员干部不论职务高
低，都是平等的人民公仆，以‘同志’相称是志同道合的体现，是
平等、民主的保障，也能让领导干部时刻头脑清醒，严于律己，并
自觉接受监督。”

一些干部和专家认为，切莫小看称呼问题。以“同志”相称，

能让领导干部真正融入群众， 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当
前，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反对
庸俗走样称呼，也应作为践行群众路线的一项重要内容，让全国
的党员干部都行动起来，自觉抵制庸俗称呼。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不好，下必戒之。”王郅强说，反
对称呼上的歪风，党政机关领导要率先垂范。领导干部是称呼的
主要受众和“消费者”，如果领导干部不反感庸俗走样的称呼，甚
至好之乐之，这种不良现象就会一直有生存的土壤。

有专家指出，出台禁令只是第一步，要想取得长期成效，还
需进一步完善党内民主和监督机制， 这样才能营造风清气正的
好氛围，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

（据新华社北京电）

江湖气 新华社发赵乃育作

王国顺（右）和妻子程占美在家里通过电脑查看微博上网友对他的评论。

新华社记者李博摄

力举 新华社发商海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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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任会斌周慧敏段续

□

新华社记者刘羊于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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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双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