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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中国农业绿色产业研讨会在广东召开 

12 月 12 日，由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指导，广东省

农业农村厅主办的，以“绿色引领 种业振兴”为主题的中国

农业绿色产业研讨会在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绿色农业

馆举行。广东省委常委叶贞琴出席并主持了研讨会，农业农

村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理事

长余欣荣作主旨演讲，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陈利根、中国

工程院院士许为钢、中国科学院院士刘耀光作专题报告。本

次会议邀请到罗锡文院士在内的 50 位产业权威专家、学者、

企业家、政府领导及相关代表们，共同针对农业绿色发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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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振兴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研讨、集思广议、碰撞观点、

达成共识，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以及实践经验。 

以绿色发展为引领，强化种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

能力，全面推进种业振兴，已成为全国上下的自觉行动。本

次研讨会围绕绿色理念，探讨种业发展，演讲嘉宾们分别就

绿色发展推动种业振兴、小麦良种联合攻关、农业高校助力

国家种业振兴、基因编辑驱动生物技术在育种中的应用等方

面展开深入的阐述和探讨。 

农业农村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国农业绿色发展

研究会理事长余欣荣以“注重绿色发展，推进种业振兴”为

题作主旨演讲。演讲总结了我国种业以绿色发展为引领，在

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绿色新品种研发、绿色新技术迭代、法

规制度体系引导种业创新和绿色创新政策对种业支持五方

面取得的显著成效。科学阐述了目前推进种业绿色发展中，

在种业绿色认识、自主创新、育种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并围

绕全面加强绿色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大力推进绿色种业创新

攻关、健全绿色种业产业创新体系、扶持优势种业企业发展

和完善种业绿色发展政策体系提出推进我国种业绿色发展

的思路建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许为钢以

“坚持绿色发展，推进小麦良种联合攻关”为题作专题报告。

报告深刻分析了我国小麦在单产、品质、品种、病害、成本

及环保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详细介绍了国家小麦良种重大科



3 
 

研联合攻关体系，并提出了小麦良种“政、科、教、企”联

合攻关的 4个主要着力点是测试平台建设引导育种目标调整、

现代育种技术应用助力绿色新品种选育、“研发、科、教、企”

密切合作加速成果转化和完善组织体系。 

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陈利根以“农业高校助力国家种

业振兴的思考”为题作专题报告。报告深入剖析了我国种业

发展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分享了南京农业大学在人才培养、

种源创新、平台打造、成果服务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并提出

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三轮驱动，助力种业振

兴的构想。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亚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

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教授刘耀光以“基因编辑

驱动生物技术在育种中应用”为题作专题报告。报告放眼国

际，立足国内，精准指出了我国农业面临的挑战，提出了解

决我国粮食问题的途径，系统介绍了农作物育种技术的发展

趋势，重点讲解了新一代生物技术——基因组编辑，并分享

了基因编辑系统助力种业绿色发展的创新成果。报告指出生

物技术育种作为一种满足更高粮食需求的有效手段，能够破

解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解决粮食问题，适应农作

物育种技术的发展趋势。 

圆桌对话上，罗锡文院士等 50 位产业权威专家、学者、

企业家、政府领导及相关代表们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农业如何绿色发展？”“农业绿色发展能带来哪些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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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农业底色必须是绿色，有哪些前沿技术可以加持？”

等农业绿色发展与种业振兴热点问题进行深入分享与研讨，

并达成与发布了《中国农业绿色产业研讨会共识》： 

一、严守耕地红线。认真落实稳数量、提质量、保生态

“三位一体”工作举措，严守耕地红线。树立科学用地观，

珍惜和节约使用每一寸土地，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耕地，切

实保护好耕地。加强多规合一，实行最严格耕地管控措施，

不断培肥地力，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推动生产方式变革。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优化农业

空间布局、节约和集约利用资源、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实现

高质量发展，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再现山清水

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的美丽画卷。 

三、加速种业绿色创新。推进种业绿色发展是突破我国

资源匮乏制约、保障粮食安全、节本增效提质的重要措施。

要加快推进种业基础理论创新、绿色品种创新、绿色技术创

新，努力做农业绿色发展的先行者。建立以产业为主导、企

业为主体、公益性科技为支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现代种业

创新体系。 

四、推进科技绿色创新与应用。加强农业绿色科技基础

研究，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推进技术集成创新，建设政产学

研相结合的农业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开展绿色技术研发，推

动农业绿色技术与数字技术融合创新。探索不同生态类型、

不同主导品种的农业绿色发展典型模式，推进绿色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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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和绿色技术先行先试，走出了一条绿色技术产业化的新

路子。 

五、加强绿色人队伍建设才。健全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

系，开展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培训，培养绿色技术推广人才。

发挥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作用，增设农业绿色发展专业。在

生产一线建立科技小院、实习基地，引导科研人才参与绿色

技术推广。 

六、健全农业绿色发展政策体系。优化农业绿色发展政

策制度环境，进一步完善绿色农业相关法律法规。推进农业

绿色发展领域立法，加强农业绿色技术标准化建设，制定团

体标准和行业标准，强化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全过程监管。 

 

 

 

 

 

 

 

 

报：农业农村部领导。 

送：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及相关业务司局、中国农业科学院。 

发：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各部门、理事、会员单位负责同志及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