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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给袁隆平们更多掌声
阴郑风田

中国农业部验收组 9月 19日公布，袁隆平
指导的“Y两优 2号”百亩超级杂交稻试验田平
均亩产 926.6公斤，创中国大面积水稻亩产最高
纪录。这项创新，可以说是粮食领域的“高铁”，应
该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而袁隆平式的创新英雄
和科研人员也应该得到更多的掌声。
近些年，创新是一个被说来说去的词语，金

融业创新很受社会关注，商业化的社会舆论也对
金融精英青睐有加，对埋首于田间地头、实验室
中的科研人员却关注不多。然而，相对其他行业
的技术创新而言，传统农业创新需要科研人员更
加努力工作，放弃更多物质享受，他们的研究更
具现实意义。传统农业技术创新，如小麦、玉米和
水稻育种取得的进步，不仅会实实在在增加社会
财富，还能增强人类社会抗御自然灾难的能力，
掀起另一场革命。过去那种忽略传统农业、忽略
农业创新的旧思维该打破了。
上世纪 70年代，罗马俱乐部曾在《增长的极

限》中预言，人口会不断增加，而资源相对有限，

总有一天人类的资源会达到极限，人类会养不
活自己，社会将走向崩溃。但是几十年过去了，
人类生活得更好，原因就是不断的技术创新，而
农业创新对于提高人类的生存能力无疑起到基
础性作用。可见，农业创新有助于稳定社会；放
弃农业创新，人类社会的基石将会不再稳定，甚
至文明的延续都会陷入风险，应验“增长的极
限”式的预言。

反观金融创新，则是一种与实体创新不同
的创新，对人类总体的财富增加并没有好处。而
且，过度进行金融创新、搞虚拟经济，本身就具
有很大风险。现在很多中国企业家越来越远离
实体，热衷做资本运作，把钱用在炒作上，靠炒

房来增值，虽然让自己获得了 10倍增值，但人类
整体的幸福没有任何提高，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出
现泡沫。美国就是典型的例子，过度的金融创新虽
然增加了虚拟财富，却最终因为泡沫破灭而让全
球经济步入低谷。
由于耕地相对较少，中国的粮食安全一直存

在很大问题。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使中国必须思
考单位产出，除了袁隆平教授改善粮食品种的努
力，农业科研工作者还有各种创新。例如，笔者在
寿光考察时发现，为了提高产量，当地让西瓜等
瓜果上架，原本匍匐在地上的秧苗被“请上”高达
两米的支架，单位面积内的植株数大大增加，总
产量因而提高，这种创新同样值得鼓励。与中国

相比，欧美国家是主要的国际粮食出口者，他们
担心的是粮食太多影响农场主利益，所以一直
不鼓励农民种地，对研究高产作物的积极性也
不是很高。可见，不断进行各种农业创新，不仅
是改善我国粮食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在粮食市
场摆脱欧美束缚的重要途径，对它的认识应该上
升到战略层面。
中国一直有农业创新的传统，唐代时就是世

界单产最高的国家，现在一些粮食作物单位面积
内的全年产量也超过美国。不过，农业等基础创
新今天却成为不受重视、不被追捧的对象，大众
媒体和舆论仍然喜欢追捧那些在虚拟经济方面
取得成就的英雄，给实体创新的掌声太少了。粮
食生产不能靠别人，在水土资源有限的中国，生
产更多的粮食是压倒一切的。虚拟经济当然重
要，但是只有实体经济作支撑才会发挥作用。袁
隆平们所进行的这些关系老百姓口粮安全的技
术创新，应该得到更多经费、更多支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阴本报记者 龙九尊
“中国发酵工业协会”最近宣布，

自 9月 1日起，协会更名为“中国生物
发酵产业协会”，并从当日起以新名称
对外办理各项事务。
一个沿用了 21年的“老字号”为何

赶起了“生物经济”的时髦？近日，《科学
时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生物发酵产
业协会理事长石维忱。
石维忱表示，名称变更背后是产业

自身正在发生新变革。

多种产品世界领先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培育和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生物产业位
居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生物产业
重点发展领域则为生物医药、生物农
业、生物制造。进一步细分，生物制造重
点发展方向为生物基材料、现代生物发
酵产品、精细化学品三大板块。
“就产值而言，生物发酵产业在生

物制造产业所占比重大约 80%以上。”
石维忱说，目前我国生物制造业以生物
发酵产业为主，生物基材料等方面还处
于起步阶段。生物发酵是生物基材料和
精细化学品加工业的基础，而后者是做
大做强现代生物发酵产业的必然。
石维忱介绍，2010年，我国生物发

酵产业产品产量达到 1800万吨，产值
为 1900亿元。而在 2005年，两者数据

分别为 800万吨、400亿元。产品种类
也从此前三大类 50多种发展到现在七
大类 300多种。氨基酸、有机酸、淀粉糖
已处于世界领先主导地位。

原材料、环保压力大

尽管当前发展势头不错，但是石维
忱表示，目前该产业存在四个大问题需
要抓紧解决。
第一，原材料问题。目前生物发酵

产业所用原料主要为玉米。数据显示，
当前我国玉米产量接近 1.7亿吨，加工
用量约为 5200 多万吨，占 30%以上。
“根据国家相关产业政策，这个数据偏
大，要求压缩加工比例，这相应地制约
了产业的发展。”石维忱说。
因此，非粮原料是实现后续发展的

主要路径。石维忱说，目前已有不少企
业尝试用秸秆、玉米芯、棉花秆等生物
质材料作为生产原料，虽然成本、技术、
后处理等方面尚需改善，但已经看到很
好的发展前景。
第二，技术瓶颈问题。与国外相比，

我国在新菌种的研究、筛选上还有很大
距离。例如酶制剂方面，长期以来，国内
主要市场就被国外企业占据。所幸的
是，通过国家政策扶植、科研投入、行业
协会的引导，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第三，节能减排问题。长期以来，生

物发酵产业产生废水、能耗比较高、污
染比较重。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方面

的数据显示，2010年，生产 1吨味精需
要耗水 85吨，2006年时更甚，需水 105
吨。排放方面，味精行业每吨产品废水
排放量平均水平为 60吨。
石维忱说，实际上，在“九五”、“十

五”期间就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一系
列工作也得到了环保部门的肯定。目前
柠檬酸废水中 COD 的去除率已经达
到 99%。“但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个问题？
主要是我国对环境保护的意识逐渐增
强。在一些特殊区域、流域中，企业环保
治污力度非常大，即使已经符合国家要
求，距当地环保部门的要求仍有很大差
距，因此环保压力很大。”
第四，标准化问题。一是产品标准，一

是体系标准。由于生物发酵产业发展快，
新品种不断出现，但是产品标准跟不上，
整个质量管理体系也比较滞后。有时候甚
至出现产品出来而无标准可依的情况。
此外，石维忱表示，这一产业也需

要国家在税收政策上给予鼓励。例如出
口退税问题，目前除了柠檬酸以外，生
物发酵产业所有产品均没有享受出口
退税政策。柠檬酸在国际上首屈一指，
如果因政策因素影响其出口，势必影响
到国际市场，也影响“中国制造”向“中
国创造”挺进。“能不能鼓励一些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企业……？”

“十二五”增速 15%

在分析产业存在的问题时，石维忱

也逐一提出今后的
解决思路。这些思路
在该协会编写的《发
酵工业“十二五”发
展规划》中得到系统
的表述。例如，针对
非粮原料问题，该
《规划》就提出，在
“十二五”期间，要重
点支持糖蜜、木薯、
甜高粱、木质纤维素
等生物质非粮原料
在发酵工业生产中
的应用，增加非粮原
料比重。其初步目标
是，到 2015年，非粮
原料所占比重达到
15%左右。
展望“十二五”

发展目标时，石维
忱表示，到 2015
年，生物发酵产业
总产值要达到 4600亿元以上。年均增
长率要达到 15%以上。要培育 5家销售
收入超过 100亿元的生物发酵企业，10
家以上销售收入超过 50亿的生物发酵
企业。以功能糖、多元醇、酶制剂、药用
氨基酸等为代表的高成长性、高附加值
发酵制品的比重由 2010年的 60%提高
到 70%以上，其中味精、柠檬酸等产品比
重由 2010年的 24%下降到 18%以下。
作为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理事

长，石维忱表示，今后要充分发挥行业协
会的重要作用。着力加强协会在产业发
展、技术进步、标准制定、贸易促进、行业
准入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建设。
“加上‘生物’两字，更体现我们行业

的科技含量和长期发展的科技积淀。‘工
业’变‘产业’，则是强调将整个产业链连
接起来，通盘考虑。”针对协会此次更名，
石维忱解释说，是要“使协会名称更科学、
规范，从而更好地服务于行业和企业”。

生物发酵产业“图变”

瞭望台

石维忱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理事长

“创新药物孵化（吉林）基地”
建设启动

国家“创新药物孵化（吉林）基地”建
设近日在长春启动。该基地建设作为国家
“重大新药创制”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将全面提升吉林省医药产业的综合创
新能力和产业水平。据介绍，国家“创新药
物孵化（吉林）基地”建设，是推进吉林省医
药产业科技进步和品种创新的重大科技
工程，通过建立有利于药物创新孵化的长
效机制，从而推动孵化成果加速向现实生
产力转化。该基地建设重点支持基地内 10
个创新平台建设和生产关键技术开发，开
展 27个重大新药研发与产业化，进行 10
个产值过亿元的药物品种二次开发及技
术改造。到 2013年，创新药物孵化基地重
点扶持创新型医药企业（集团）15个，取得
新药证书 20个，通过技术服务、成果转化
和产品产业化新增直接经济效益 100亿
元。另据了解，该基地以吉林省现代中药
及生物制药基地建设办公室及长春高新
医药产业园、通化医药产业园区为建设主
体，共有 10所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 30
户医药企业参加，国拨经费 3500万元，实
施总经费超过 1亿元。启动仪式上，吉林
省科技厅分别与各项目承担单位签署了
目标责任书。 （郑原驰石明山)

南京高新区打造
“五百亿级”生物医药谷

《江苏经济报》报道，“南京生物医药
谷投资环境推介会”9月 16日在南京国
际博览中心召开，随着“南京生物医药谷”
揭牌仪式的举行，南京高新区也将全力打
造生物医药谷。南京高新区工委书记成玉
祥介绍，到“十二五”末，南京生物医药谷
年产值可望达到 500亿元。目前，为了确
保生物医药谷成功挺进“五百亿级”，高新
区已经启动了“六大工程”，即公共平台建
设工程、领军人才引进工程、科技企业升
级工程、科技金融工程、科技服务工程等。
目前该项目先期启动的“多肽药物研发服
务平台”子平台已初步建成。此外，还将为
企业开辟多元的融资渠道，包括启动设立
重点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成立科技小额贷
款公司、设立风险投资和融资担保机构、
积极申请争取成为“新三板”的扩容园区、
引导和支持企业上市融资等。

云南启动评审
“生物产业示范园”

《昆明日报》报道，云南省人民政府近
日下发通知称，从今年开始，云南省每年
将集中组织一次创建省级生物产业工业
示范园区评审工作。符合创建条件的生物
产业工业示范园区，将由省人民政府审定
授予“云南省生物产业工业示范园区”牌
匾，在规划布局、研发创新等方面予以倾
斜。按照通知，创建省级生物产业工业示
范园区的应属于生物产品加工的专业性
园区，一般应配套有技术研发、检测检验、
金融服务、市场开拓、现代物流、人才培养
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园区规划建设用地
规模需在 500亩以上，入园企业 5户以
上；主体园区内工业建筑容积率一般应大
于 0.6，单位土地投资强度 100万元 /亩
以上、平均产值 100万元 /亩以上。

成都高新区生物医药
分析测试平台投入运行

四川新闻网报道，成都高新区“生物
医药分析测试公共服务平台”已于近日正
式投入运行，该平台主要向本地生物医药
企业提供专业服务和技术支持，同时也向
四川省乃至西南地区的医药企业提供新
药研发所涉及到的生物医药分析测试服
务。平台位于天府生命科技园，实验室建
筑面积 1434.76平方米，可进行药物的分
离纯化和制备、药物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新药质量标准的建立、新药稳定性实验研
究、新药分析方法的建立和验证以及药物
标准品标化等研究。成都高新区创新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平台投入运行对于提
高成都生物医药企业科技创新能力、降低
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成本、加快生物医药企
业新药研发速度、增强区域产业竞争力具
有重要意义。

邀您一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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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本报记者 龙九尊 包晓凤
“亩产 900公斤攻关成功！”湖南

隆回县传来了袁隆平超级水稻的新喜
讯。而在北方，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正
在推进：要使环渤海低产区增产 100亿
斤粮食！
这使得紧盯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

人士稍稍放松了神经。中央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今年
初在报章上就不无担忧地表示：粮食的
产能越来越向水资源更为短缺的北方
地区倾斜，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粮食供
求平衡和国家粮食安全，其可持续性如
何，令人忧虑。
作为这一忧虑的另一个注脚，到

2030年，我国人口预计将达 16亿。相应
地，粮食需求将达 6.4亿吨，届时粮食缺
口将达 1.4亿吨。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
增长 1000 亿斤粮食的计划。问题是
1000亿斤粮食从何处“增长”出来？
增加粮食播种面积是个不错的想

法。然而，坚守 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
政策表明，土地实际已无多大回旋的余
地，似乎只有寄望于单产的提高了。由
于高产区粮食单产水平已经很高，增产
能力有限，中低产区顺理成章地成为最
后的“救命稻草”。
长期致力于黄淮海平原治理工作

的中科院专家们把目光聚焦到环渤海
低平原区。这是黄淮海平原最后一块需
要改造的地方，增产潜力巨大。专家们
打算从这块土地上“压榨”出 100亿斤

粮食，这一计划有着一个响亮的名
字———“渤海粮仓”。

环渤海，大粮仓

9 月 10 日，河北新安县，白洋淀。
“渤海粮仓建设示范工程实施方案”研
讨会在当地一家宾馆的会议室举行。大
屏幕前，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农业资
源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胡春胜正在
介绍“渤海粮仓”初步建设方案。中科院
院士李振声、中科院农业项目办公室常
务副主任段子渊、河北省科技厅副厅长
张文军等 40余人仔细听着，不时记着
笔记。
据介绍，环渤海中低产区主要分

布于渤海西部海拔低于 20 米的低平
原区，是黄淮海平原的一部分，包括
粮食单产低于 400 公斤 / 亩的河北、
山东和天津的 60个县市（区），总耕
地面积 4000多万亩。另外尚有盐碱荒
地 1000多万亩有待开发。
中科院对黄淮海平原的农业有较

长的研究历史和科学储备，经过分析比
较，专家们认为该区域具有三方面的增
产潜力。
第一，中低产田改良，到 2020年，

4000 万亩中低产田可增产粮食 48 亿
斤。第二，到 2015 年将开发 100 万亩
荒碱地用于粮棉生产，保守估计可生
产粮食 10 亿斤。第三，棉改粮，环渤
海地区有望调整出 300 万亩棉田用于
粮食作物生产，按目前的产量水平，

将增产 42亿斤粮食。
综上分析，到 2020年，该区有增产

100亿斤粮食的潜力，有望建成“渤海
粮仓”。
尽管增产 100 亿斤的目标着实让

人兴奋，但两个大难题摆在“渤海粮仓”
这个大计划面前。一是正如陈锡文所
言，该区域淡水资源紧缺，人均、亩均水
资源量仅有 190m3 和 110m3，分别是全
国的 1/12和 1/16。另外，该区域特别是
滨海地区土壤瘠薄盐碱，如果不经过改
良，作物根本不可能生长。这两大因素
制约了该区域的粮食增长。

科技让盐碱地高产

不过参与“渤海粮仓”的专家们有
的是经验和技术，所以才敢提出这个宏
大的计划。在黄河三角洲，暗管排碱技
术已经成功将盐碱荒地开垦成耕地。此
外，该区域有丰富的咸水资源，每年约
有 50亿立方米可以利用，而目前利用
率不足 5%。现在专家们也找到了利用
咸水灌溉的方法。
专家们分析认为，要保障渤海粮仓

的建设，除增加投入、发展节水农业之
外，重点应采取盐碱地改良、作物品种
改良、微咸水安全灌溉等措施。这实际
也是“渤海粮仓”提出的增产措施。
盐碱地改良。中科院在黄淮海平原

盐碱地改良中有丰富的经验，山东禹城
试区采取的潜群井强灌强排治理重盐
碱地技术，曾使重盐碱地耕层含盐量由

1.9%降至 0.2%，在寸草不生的光板地上
实现小麦产量 251 公斤 / 亩、夏玉米
300公斤 / 亩；近年来，中科院遗传发
育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采取冬季咸水
结冰灌溉改良滨海重盐碱地技术，当年
可使耕层土壤含盐量由 2.0%左右降至
0.4%以下，棉花当年产量达 250公斤 /
亩以上，为淡水资源匮乏区盐碱地的改
良提供了新的方法；随着社会经济发
展，暗管排盐技术也正在应用到盐碱地
治理当中。
作物品种改良。选育耐盐高产作物

品种是环渤海中低产田粮食增产的重
要保证。遗传发育所培育的耐盐优质小
麦小偃 81示范表明，在含盐量 0.2%左
右的中轻度盐碱地上，平均亩产达 400
公斤，亩增产 100公斤。
微咸水安全灌溉。安全高效利用环

渤海区丰富的微咸水资源是解决该区
淡水资源匮乏的重要途径。根据南皮试
区经验，在拔节期采用小于 4g/L的微
咸水灌溉的小偃 81冬小麦与淡水灌溉
相比不减产，比旱作增产 12%~31%。如
果该区能利用一半的微咸水资源，则可
节约淡水 25亿多立方米。
棉田改粮田或粮棉两年三作。一方

面推进生产条件好的地区加快棉改粮
田进程，逐步把棉花转移到滨海盐碱地
区；另一方面实施粮棉两年三作栽培模
式。根据南皮站试验结果，棉花收获后
播种的小偃 81 冬小麦，亩产量可达
450 公斤以上，加上玉米亩产 550 公
斤，冬小麦—夏玉米—棉花两年三作平

均每年每亩可增产粮食 500公斤，可以
实现粮棉双丰收。

形成新型合作模式

“我们的总体目标是通过渤海粮仓
建设，构建我国引领性盐碱地粮食高
产、高效益、产业化体系，探索区域规模
化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为我国粮食安全
提供科技支撑。”胡春胜说。
在此次研讨会上，来自中科院遗传

发育所、动物研究所、微生物所等研究
所的 18位专家从建设方案、耐盐优质
品种选育、丰产模式、盐碱地改良新技
术、沃土技术、病虫防治、生物加工、规
模化管理等方面作了大会报告，为“渤
海粮仓”工程提出相应的技术支撑方
案。来自河北、山东等政府部门以及中
粮集团的人士就参与“渤海粮仓”工程
进行深入讨论。
段子渊表示，此次研讨在于汇集智

慧，落实好渤海粮仓增产 100亿斤的建
设方案。他进一步表示，渤海粮仓建设
示范工程的内涵是生态高值农业产业
带建设示范工程，并且通过该示范工程
的建设，要形成“政、产、学、研、用”良好
结合的新型示范模式。
李振声在研讨会上总结说，渤海

粮仓具有很大的增产潜力，要形成
3+1（中科院、河北省、山东省与中粮企
业）合作模式，重点解决好盐碱治理、
水资源平衡、产品出路与队伍组织等
四大问题。

100亿斤大粮仓在哪里？
“渤海粮仓”建设示范工程框架方案初步成型

农业部 9月 20日公布了《全国种植业发展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以下简称
《规划》），明确提出“十二五”时期，我国水稻、小
麦、玉米三大主粮作物自给率要达到 100%。
《规划》指出，“十二五”期间种植业的具体

目标是努力实现“一个确保、三个力争”。首先确
保粮食基本自给。立足国内实现基本自给、确保
自给率 95%以上。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16亿亩
以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 5.4亿吨以上。
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自给率达到

100%。市场紧缺的粳稻面积达到 1.5亿亩，总产
量达到 7800万吨以上。
其次，力争食用植物油自给率稳定在 40%。

油料播种面积稳定在 2.1亿亩以上，产量达到
3500万吨。油菜面积稳定在 1亿亩以上，花生
面积达到 7000万亩，含油率提高 1个百分点。
力争棉糖基本满足国内消费需求。棉花面积稳
定在 8000万亩左右，总产量达到 700万吨以
上，基本满足国内消费用棉需求。糖料面积稳定
在 2900万亩，总产量达到 1.4亿吨以上，保障

国内食糖消费基本自给。力争蔬菜稳定供应。蔬
菜面积稳定在 2.8亿亩，总产量稳定在 6.5亿吨
左右，努力做到不脱销、不断档。
《规划》显示，“十二五”时期水稻将重点建设

东北平原、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 3大优势产区，
小麦重点建设黄淮海、长江中下游、西南、西北、
东北 5大优势产区，玉米重点建设北方春玉米、
黄淮海夏玉米、西南 3大优势产区，大豆重点建
设东北高油大豆、黄淮海高蛋白大豆、西南华南
间套种食用大豆 3大优势产区。 （据新华社）

《全国种植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