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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动我国种业高质量发展
——从2024中国种子大会看种业振兴新动向

能抱着球跑的
篮球赛，
你见过吗？

新闻集装箱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今年是种业振
兴行动由“三年打基础”转向“五年见成效”的
关键一年。2024中国种子（南繁硅谷）大会3月
17日开幕以来，记者采访与会专家、企业代表，
听听他们带来关于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最新
动态。

近年来，我国培育优良品种步伐加快，一
批高产、稳产、优质、绿色的新品种加快推出。
大会期间，在5000平方米的室内展馆里，近50
家种业企业带来了新产品：北大荒垦丰种业的
龙垦系列大豆品种，广东省科学院的粤糖系列
甘蔗品种……不断涌现的新品种助力农业发
展提质增效。

三年来，我国种业创新攻关实现重要突
破：自主培育的肉牛品种华西牛、南美白对虾

新品种加快应用；初步培育出一批耐盐碱水
稻、小麦品种和短生育期冬油菜品种；审定推
出了一批优质绿色水稻、耐密宜机收玉米、优
质短季棉品种、高油高产大豆……目前，我国
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6%。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强化农业科技支
撑，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加大种源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种
业振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

在位于海南三亚崖州区的南繁科技城，短
短几年内，崖州湾实验室等重大科技平台相继
建成运行，21家种业科研机构和2800余家种
业创新企业聚集，育种新成果不断发布。

崖州湾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
洋说，实验室还将充分发挥海南的独特地理区

位优势，形成我国同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发
展中国家开展农业科技交流合作的高地。

大会期间，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发布了
种业创新“3年成果”：2021年到2023年，集团
营收从30亿元提升到52亿元，主要作物市场
份额从7%提高到10%，新品种营收占比从8%
提升到20%。

协同创新氛围日益浓厚，助力企业培育出
更多良种。中种集团总经理宋维波介绍，集团
联合国内67家科研单位团队启动首批“揭榜
挂帅”项目，探索“企业出题、院校出智、成果共
享、收益反馈”的全新企科合作机制。

种业市场法治建设不断健全，进一步激发
种业创新活力。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理事
会主席崔野韩介绍说，2023年，中国植物新品

种保护年申请量突破1.4万件，约占全球一半，
连续7年稳居联盟成员第一。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新修订的
种子法全方位扩大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大
幅度提高侵权损害赔偿标准。针对近年来更加
隐蔽的种子假冒和网络非法销售等现象，我国
种业执法检查和监管不断加强，种子市场秩序
得到有效维护。

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说，建立新型高效
的种业创新体系，下一步要继续完善种业领域
产业化、知识产权保护、人才流动、金融等方面
的政策。此外，要建立高效的资源配置体系，在
人才流动、平台建设、合作交流等方面形成共
享流通机制。

（新华社赵颖全郁琼源罗江陈凯姿）

前有进“淄”赶“烤”的盛夏，后有“尔滨”
冰雪的燃冬，春暖花开之际，甘肃天水凭一碗
麻辣烫火了，席卷各大网络社交平台热榜。

麻辣烫火了！为啥是天水？
一碗飘香的麻辣烫，是当地人唾手可得

的快乐，也“烫”走游客“偏僻”“匮乏”的固有
印象，升腾出物产丰饶、资源丰富的崭新
容颜。

这是怎样的一个神奇之地？
“反差”，是大多数外地游客抵达的新

印象。
地处秦岭西端、渭水中游，天水是黄土

高原的一抹绿，是莽莽山间的“陇上小江
南”，既留存着西北的粗犷，也不失南方的温
润，体现了甘肃的千面多变。

如果说美食是解锁城市文化地图的一把
钥匙，秀美山川、人文历史则是奔赴的“诗与
远方”。来自辽宁沈阳的游客鞠月萱说：“吃
不是唯一的旅游动力，更想看看西北不一样
的风景。”

走在天水的大街小巷，浓郁的历史气息
和淳朴的风土人情扑面而来。

天水底蕴深厚。这是诞生于天水的名
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
方”“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丝绸之路重镇、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
之一，丰富的文化遗产、优美的自然风光。麻
辣烫的热辣鲜香从舌尖荡开：打卡麦积山石
窟、探游伏羲庙、观赏千年古柏……每一个
转角，都藏着惊喜。

“一碗麻辣烫20多块钱，收礼物收了十
几份！”来自陕西咸阳的游客师怡兰说，她的
手边摆满了热心市民送的保温杯、纸巾、饮
料、麻花等。

举办“麻辣烫”吃货节、推出景区优惠政
策；随处可见的志愿者有求必应；开设麻辣
烫公交车专线，免费接送游客；本地人手绘
的“逛吃”攻略里，涌动着热情好客；麻辣烫
店主拿出“看家本领”，收学徒授手艺……

从“100元能吃到多少天水美食”，到“这

个春天在天水来一场最酷赏花”，当地麻辣
烫摊位客流往来、景区人流摩肩接踵。有网
友热评称：天水一定要接住这“泼天富贵”。

全国游客对天水麻辣烫的青睐第一时间
引起当地党委、政府重视，3月16日，专门召
开天水麻辣烫服务保障工作推进会，全力做
好“大客流”应对准备，努力实现“一碗麻辣
烫推动天水大发展”。

始于“寻味”，兴于“游玩”，成于“文化”。
这座文化底蕴丰厚的古城，有的是劲道的口
味、对味的邀约、上头的爱。

清明节、五一等小长假即将到来。网友
说：“夏有烧烤三件套，冬有冰雪大世界，春
有麻辣烫手捧花。”下一站，又是哪里？

锦绣中国东西交错、南北互动，文旅消
费涌动澎湃。以文旅+百业，百业+文旅，铆足
了劲儿发展，把“一时现象”变“一地品牌”，
因地制宜，文化加持，这或是文旅热持续火
的根本。

（新华社文静王紫轩）

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妇女抱着篮球全场
奔袭，同对手进行身体对抗后，将球投入篮
筐，成功帮助自家球队取分。球从篮网中掉落
的瞬间，现场观赛的村民和游客发出阵阵呐
喊助威声，大鼓、不锈钢盆等都成了他们的加
油道具。

在此前结束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首届姑妈
篮球邀请赛上，这样的场景曾无数次上演。据
了解，此次比赛分为大众组和乡村组，共邀请
了黔东南州各县市19支球队参加。经过激烈
角逐，雷山县两支球队在各自组别中都有出色
表现，均成功夺冠。

雷山县体育事业管理中心主任石芳说，当
地称外嫁女儿为“姑妈”，“姑妈篮球”因参与者
主要是外嫁返乡的妇女而得名，但此次比赛中
的“姑妈”泛指女性。

此次比赛的场地位于西江千户苗寨景区
内，由一块芦笙场改建而来。比赛早上9点左
右开始，晚上10点左右结束。每场比赛分上下
半场，各15分钟。

记者在现场看到，每场比赛开始前，对阵
双方会相互拥抱，然后手牵手共同向观众致
意。赛间休息时，现场观众还能欣赏到木鼓舞、
铜鼓舞、芦笙舞、锦鸡舞、侗族大歌、苗族飞歌、
木叶演奏等独具黔东南民族特色的文艺表演。

石芳说，“姑妈篮球”在雷山已有20余年
历史，“黔东南州有‘百节之乡’之称，每逢节日
都会举办篮球赛，但以前很少有女性会打篮
球，她们就突破传统篮球比赛规则，创办了这
个形式新颖的比赛。”

后来，“姑妈篮球”越传越广。贵州省农动
堡体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霞说，他们
此前去黔东南州16个县（市）64个村寨调研发
现，很多村寨都在打“姑妈篮球”，“氛围很好，
打球的人很快乐，看球的人也很快乐”。

“姑妈篮球赛”有一套独有的规则。李霞介
绍，“姑妈篮球赛”没有走步违例，球员可以抱
着球跑，“只要不是故意犯规，原则上都不会吹
罚”。此外，当常规比赛时间结束，双方比分相
同时，不会进行加时赛，而是通过罚球决出
胜负。

3月8日晚，自驾到贵州游玩的柳女士和
家人被现场氛围和场上情景所吸引，在篮球架
后方找了一块空地坐下观赛，并不时用手机拍
摄记录。

“我们来之前不知道有这个比赛，觉得很
有趣，姑妈们非常有爱、团结。”柳女士说，比赛
间隙，她还上场体验了苗族特色“高山流水”，

“感觉很有趣”。
“姑妈篮球”还受到了不少网友的喜爱。

2024年春节期间，雷山县苗族妇女自发组织
了一次“姑妈篮球赛”，吸引了全县75支球队
参赛，趣味十足的现场视频引得不少网友围
观。截至目前，“姑妈篮球”相关话题的全网浏
览量超25亿次。

“平时吹的比赛都比较严肃，不能笑，很
紧张。在这里，我是一直笑着在吹哨，发自内
心地开心。”湖南省篮协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颜
胜说。

石芳认为，“姑妈篮球”不仅丰富了少数民
族妇女的生活，给她们带来了快乐，还给她们
提供了更多展示自我、结交朋友的平台和机
会。“‘姑妈篮球’展示了女性朋友的美丽与自
信。”中国女篮队员韩旭曾发布视频说。

雷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雪说，参加此次
比赛的群众来自苗族、侗族等10余个民族，

“姑妈篮球”促进了不同民族，以及同民族不同
支系间的交流和融合。石芳说，姑妈们在场上
是对手，打完比赛就成了朋友，经常有对阵双
方约着去聚会。

“我是第一次打这种篮球比赛，我觉得很
好玩，打完球和对手一起去聚餐很有意思。”来
自凯里市舟溪镇的姑妈潘永银说。

（新华社郑明鸿）

一碗天水“麻辣烫”盛出沸腾文化IP

春分至 农事忙
春分时节，气温逐渐升高。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开展备耕、播种、采收、田间管护等一系列春季农业生产，田

间地头呈现一派忙碌的景象。图为3月19日，在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小梁村，农民在田间劳作。 李现俊摄

“中华体育精神大讲堂”
和“冠军体育课”
一起进校园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记者 焦子琦）
19日，“中华体育精神大讲堂”校园宣讲和

“冠军体育课”运动员进校园活动走进北京
市东城区史家小学分校。乒乓球世界冠军许
昕、陈幸同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精神和体魄
双育的体育课。

史家小学分校是“中华体育精神大讲
堂”校园宣讲和“冠军体育课”运动员进校园
活动的第一站。在宣讲中，许昕分享了自己
从学习打球到成为奥运冠军的成长经历，并
鼓励学生们不要惧怕失败，要把挫折当成一
次成长的机会。“学会‘持续小赢’，通过不断
设立并实现小的目标，保持对生活的积极性
和满足感，从而实现更大的梦想。”许昕说。

陈幸同则分享了自己对中华体育精神
的理解。“就是平时既要刻苦训练，也要科学
训练，与队友们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在国际
比赛中为国争光。”她说，“作为国家队的运
动员，我希望通过参与这样的活动，让中华
体育精神广颂远播，带动青少年热爱体育，
用体育精神战胜困难。”

活动来到“冠军体育课”单元时，许昕和
陈幸同与20名学生“切磋”球技。

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司长高超在活动
致辞中表示，希望通过积极推动体教融合校
园活动广泛开展，带动青少年热爱和参与体
育运动、感悟和培养体育精神、关注和支持
体育事业。

2024“保障安心消费
坚守品质初心”宣传
进社区活动在蓉举行

本报讯（黎澎）3月15日，由四川省保护
消费者权益委员会指导，成都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成都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四川
日报报业集团华西社区报主办，华润雪花啤
酒（四川）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的2024“保障
安心消费 坚守品质初心”宣传进社区活动
在蓉启动。

本次活动首次在成都 10个社区设立
“社区投诉点”，将消费维权触角进一步延
伸，打通消费维权“最后一公里”。据了解，投
诉站将发挥基层治理一体化优势，将消费者
权益保护作为民生服务重点工作，不断提升
消费者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让我们共同致力于保障消费者安心消
费、坚守产品的品质初心，携手营造一个诚实
守信的消费环境，不断提升商品和服务质量，
为共建一个和谐、健康的消费环境而努力。”活
动现场，来自不同行业的代表向广大商家发出
了《争做诚信居民 共建和谐消费场景》倡议。

据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将
在成都各大社区开展系列讲座和互动活动，
邀请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消费者共同探讨
创新消费场景和提升消费品质的话题，分享
经验与智慧。

中国消费者协会确定今年全国消协组
织消费维权年主题为“激发消费活力”。此次
活动旨在通过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进一步
释放消费潜力，着力打造更加安全放心的消
费环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成
都加快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安徽旌德县版书镇：
非遗文化润童心
护苗行动助成长

本报讯（辛燕）“大家仔细看，我们先将毛
刷沾上少许墨水，在木活字上均匀涂刷，然后
将宣纸轻轻覆盖在字模上……”3月14日，安
徽省宣城市旌德县版书镇“扫黄打非”实践教
育基地——木活字印刷体验馆里又迎来了一
批“小客人”，一场别开生面的“护苗·2024”
主题活动吸引了不少学生前来参加。

活动中，学生们变身“小工匠”，手持宣
纸、毛刷，在老师的指导下，排版、印刷，沉浸
式体验木活字印刷术的魅力。“文明阅读，绿
色上网”“拒绝盗版，从我做起”“护苗健康成
长，拒绝有害内容”……不一会儿，一幅幅

“扫黄打非”主题的“非遗”作品跃然纸上。
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分发了“扫黄打非”

宣传单页和“绿书签”20余份，组织学生围
绕“护苗2024”“文明阅读”等内容进行自主
创作，用稚嫩的画笔描绘独具特色的图画和
他们心中的最美“绿书签”。

据了解，近年来，版书镇充分利用现有
文化阵地，大力挖掘本土非遗文化特色和红
色文化资源，不断创新活动方式，在主动排
查隐患上下功夫，在严格依法查处打击上出
重拳，在常态化监管综合治理上亮实招，推
动“扫黄打非”工作开创新局面、跨上新台
阶。下一步，版书镇将继续推深做实“扫黄打
非”各项工作，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坚持
不懈推进“护苗·2024”专项行动和“绿书签
行动”系列宣传活动，切实筑牢青少年儿童
健康成长的“防护林”。

（上接A1版）
安置区附近的隆安县农民工创业园是易

地扶贫搬迁配套重点项目，累计投入20多亿
元。目前，园区建成87栋50万平方米标准厂
房，入驻企业62家，可提供就业岗位5800
多个。

凌云县幸福家园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安置了全县8个乡镇的1800多名各族群众。
镇洪村第一书记陈应毅介绍，安置点周边配
套建设产业园，引进制药、蚕丝加工、茶叶加
工等企业，打造帮扶车间，充分解决搬迁群众
就业问题。

构筑精神家园 文化共融筑同心

社区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是中华民族
一家人、一家亲的具体体现。多元的民族文
化在这里交融互鉴、各展风采。

民族风情彩绘、各民族常用语言文字、
多彩民族服饰介绍……走进桂林市七星区
辰山社区，处处能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魅
力。辰山社区是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
区，常住人口7349人，辖区内居住有壮族、回
族、维吾尔族等15个少数民族759人，是一
个典型的多民族社区。

“社区充分发挥民族文化资源优势，把
民族工作融入和谐社区的各项工作中，以文
化活动为载体，吸引了各族居民参与。”辰山
社区党委书记张云燕介绍，社区各族群众自
发组建了健身舞蹈队、民俗表演队、彩调队
等文艺团队。近年来，社区开展“广西三月
三”“欢度古尔邦节”等各类民俗活动，吸引
了各族群众参与。

走进中华中路社区，一条民族文化长廊
向巷道深处延伸，图文并茂地展示56个民族
的风采。据介绍，为了促进各族群众深度交往

交流交融，社区组建了中华民族艺术团。在社
区的民族之家，几乎每天都有舞蹈队和乐队
到此排练。各族群众同唱一首歌，同跳一曲
舞，同过一个节日，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让邻
里感情不断升温。

“我们社区经常开展各类活动，促进各
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使各族群众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中华中路社区党
委书记农荣花介绍，每年“广西三月三”、新
疆古尔邦节，各族群众相聚社区“民族之
家”，载歌载舞，共同欢度美好节日。

“社区通过各类文化活动把各族居民欢
聚一堂，增进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交
流，促进各民族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
互包容、相互欣赏。”自治区民宗委监督检查
处处长宋文表示，通过开展多层次、多领域、
多样化的群众性联谊活动，引导各族居民共
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