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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好要靠唱戏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放大了山东省聊城市
茌平区贾寨镇耿店村的“磁场效
应 ” ， 村 里 不 仅 留 住 “ 棚 二
代”，还引来外地“媳妇”“女
婿”“合伙人”……

1月6日，鲁西的田野冷风刺
骨，但号称“鲁西小寿光”的耿
店村却是另一番景象：黄瓜、西
红柿、辣椒等各色蔬菜赶着趟儿
上市，村里村外热闹得像春天一
样。

“500多斤辣椒，能卖3000多块
哩……”村委大院，一辆满载辣椒
的电动三轮刚停稳，骑车的小伙就
用“东北味”的普通话“显摆”起
来。“我是东北来的耿店人！”这
个满脸自豪的小伙子名叫刘佰祥，
来自黑龙江省绥化市，媳妇是耿店
村的耿玉慧。

2008年，刘佰祥和耿玉慧在威
海务工时相识，相恋5年后，刘佰
祥被一心想当“棚二代”的耿玉慧
“娶”回耿店。从“门外汉”到
“行家里手”，他硬是用两个大
棚、6亩地创造出东北老家6垧地（1

垧15亩）的效益。蓬勃的事业、滋
润的日子，留住了刘佰祥的心。去

年底，他把户口从黑龙江迁到了耿
店村，正式“落户”。

“过去甭说‘招女婿’，自家
人都留不住！”耿店村党支部书记
耿遵珠说。过去，耿店没有富民产
业，连肚子都填不饱。

不过，这早成老黄历了。耿遵
珠报出一串数据：“全村178户人家
700多个大棚，去年人均纯收入接近
4万多元，返乡创业的‘棚二代’
接近100人，外地媳妇、外地女婿有
十几个，还有外来投资者和创业
者……”

沿着穿村而过的柏油路，跟着
耿遵珠前行，村子四周尽是林立的
大棚。

在村民任再勇家的大棚里，河
南周口嫁过来的吴雪梅正在“尖椒
林”中穿梭采摘。“种了 5个大
棚，每棚一茬摘1000多斤，发财的
时候日进万元。”吴雪梅用“河南
味”的普通话说。她跟任再勇也是
打工时相恋成婚，已来耿店村 3

年。村里建起育苗场、蔬菜批发市
场、蔬菜合作社，从买苗到卖菜，
不用出村，去年她家纯收入2 5万
元 ， 老 家 人 都 夸 她 找 的 这 婆 家
“中”！

距离任再勇家大棚不远，是耿
志伟的两个大棚，媳妇是威海人张
景延。“我们俩也是打工认识的。
起初爸妈说啥也不点头，后来悄悄
来耿店‘相’过，回去就一口答应
了我们的婚事。”张景延说。

在耿店村南边，新起的20多个
“超级大棚”格外亮眼：有日光温
室，有玻璃温室，最大的一座面积
20多亩地。江苏绿港现代农业有限

公司项目主管节长信正指挥十几个
工人采摘西红柿。“2018年，我们
绿港与耿店投资建起‘棚二代’创
业园，流转周边6个村1100亩土地发
展现代农业。这个大棚采用了智能
轨道工作车、自动物流运输车、智
能型路轨两用喷雾车、高压迷雾系
统、蔬菜分拣系统、二氧化碳补给
系统、智能防虫灯等先进设备以及
水肥一体化椰糠无土栽培技术……

一个棚一天至少采摘四五千斤西红
柿， 价 格是普 通 西 红柿的 两 倍
多。”节长信说。

外地人风生水起，村里人水涨
船高。34岁的商昌生，职业中专毕
业后，干过建筑，卖过兽药，2016

年回家种菜，短短4年多建起4个大
棚，去年卖菜收入超过10万元；43

岁的任传华，曾在天津、河北等地
“漂”了十多年，如今种了21个大
棚，成了村里的“棚状元”，年收
入100多万元……

“为了吸引人、留住人，村里
不仅提供买苗到卖菜‘一条龙’服
务，还负责提供流转土地、低息贷
款、通水通电通路等‘增值’服
务。耿付建建棚15亩地涉及8家农
户，自己没跑一趟腿，村里就帮他
办成了。”耿遵珠说。

耿遵珠说：“乡村振兴离不开
人！‘媳妇’‘女婿’‘合伙人’
‘棚二代’，都是耿店的宝贝疙
瘩。人才集聚，各显其能，乡村振
兴就充满力量。”

说话间，村里传来音乐声。放
眼望去，老人、妇女正在锣鼓声中
扭着秧歌，孩子们一旁嬉戏玩耍，
忙碌的村庄又添了几分热闹。

“戏好要靠唱戏人”

耿店村召回“棚二代”，引来“新耿店人”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郑兆雷 赵玉国

大豆是我国进口量最大的农产
品。2020年1-11月，我国进口大豆
9280万吨。

作为大豆起源地，我国原本是
大豆出口国，近二十多年来大豆进
口数量却不断增加。这是为什么？
如何应对这种局面？

一增一减，

大豆出口国变为进口国

大豆在我国已有5000多年的种
植史，一直到1940年，我国大豆种
植面积位列世界第一，产品除了满
足内需还有出口。

但是，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
人们想吃更多的肉蛋奶，提升生活
质量，适应城乡居民的这种生活需
求，我国畜牧业发展步入快车道。
猪、鸡、鸭等都是食粮的畜禽，其

生长发育需要大量玉米、豆粕。我
国对大豆的需求伴随养殖业的发展
而持续增加。

同时，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却逐
步萎缩，由1 . 91亿亩降至1亿亩。究
其原因，就是种植效益比较低。大
豆单产低，又卖不出高价，农民觉
得种大豆不划算。

这一增一减，导致我国大豆产
不足需。

1995年，我国大豆由供求基本
平衡转为供不应求，开始进口大
豆。此后，随着畜牧业快速发展，
我国进口大豆的数量不断增加，现
在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
国。

攻坚克难

科研人员选育新品种

近几年，我国进口大豆贸易量
占全世界的60%，大豆进口依存度
超过 8 0 %。外部形势一有风吹草
动，直接影响进口大豆价格，进而
波及畜禽养殖产业，直至居民餐
桌。

这是我国大豆科研人员心中的
“痛”。

面对困境，他们攻坚克难，奋
起直追。

优异种质资源是选育优良品种
的基础。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
农业大学教授盖钧镒，数十年如
一日研究大豆种质资源、遗传育
种，成就卓著。他搜集、整理与
研究以中国南方大豆地方品种为
主的大豆种质资源1 . 5万余份，将
一批优异种质提供给全国2 0多个
省份的120个单位使用；完成1923
-2005年中国大豆育成品种系谱及
遗传基础分析；将大豆种质研究
推进到基因组学领域，合作建立
含有3 0 0 0多个标记的高饱和大豆
遗传图谱。他还创建了国家大豆
改良中心，主持大豆育种攻关，
育成多个品种。

2 0 0 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研

究员王连铮历经2 0余年选育而成
的中黄1 3先后通过安徽等省和国
家审定。该品种抗涝、抗病、抗
倒 伏 ， 蛋 白 含 量 高 ， 增 产 潜 力
大，适应范围广。这个品种逐渐
成为当时黄淮海地区推广种植面
积最大的大豆品种。2 0 1 1年，它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中黄1 3之后，齐黄3 4成为黄
淮海地区推广种植面积最大的大
豆品种，在山东、河北、河南等
1 1 个省市种 植 ， 至 今 累 计 推 广
3342 . 5万亩。齐黄34是山东省农业
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徐冉主
持选育的，2 0 1 2年通过山东省农
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此后
又 通 过 了 国 家 黄 淮 海 北 片 和 中
片、江苏省淮北和淮南区审定。

2 0 2 0年 1 0月 1 1日，东明县种
植的 1 0 0 0亩齐黄3 4丰收，专家们
实打 验收，实收地 块 最 高 亩 产
3 5 3 . 4 5公斤，创我国夏大豆高产
纪录。

在大豆品种选育、良种繁育
推广领域，圣丰种业公司可谓我
国领军企业。它拥有农业农村部
育繁推一体化一级资质、全国唯

一的大豆品种审定绿色通道，是
中 国 种 子 协 会 大 豆 分 会 会 长 单
位。该公司建有国家大豆种质创
新重点实验室；与盖钧镒院士合
作十年，建立了院士工作站，搭
建商业化育种技术体系；与国家
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韩
天富共建大豆基因编辑联合实验
室，研发功能性品种，已选育出
我国首个高油酸大豆、1 2个基因
编辑大豆品种、1 2个适宜“一带
一路”国家种植的大豆品种。

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选育
了黑河4 3等大豆新品种，在不同
地区推广种植。

振兴计划

在错位竞争中实现目标

面对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小、
单产低、总产少、产不足需的现
状 ， 2 0 1 9 年 ， 中 央 在 “ 一 号 文
件”中提出“大豆振兴计划”。
按照中央部署和要求，农业农村
部制定了振兴计划实施方案，并
于当年启动实施。

在当年6月26日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
司司长潘文博就计划做了详解。

——— 在发展定位上，保持国
产大豆一定的自给水平，推动形
成 进 口 大 豆 与 国 产 大 豆 错 位 竞
争、相互补充的格局。

（下转A2版）

选育高产高油高蛋白品种，确保食用大豆国内自给

大豆种业：在错位竞争中实现增产提质
农村大众报记者 陈建志 周凤丽 通讯员 周新国 刘佳

吴雪梅和丈夫任再勇在管理大棚尖椒。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张
婷）1月13日，记者在省政府新闻办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0

年，山东全省食品安全整体合格率
达到98%以上，省级药品抽检合格
率达99 . 6%，其中农村食品合格率
97 . 93%，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

在食品安全方面，我省有效管
控食品生产经营过程，深入推进11

项食品安全放心工程攻坚行动，开
展了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

2020年，我省加强农村食品安
全网格化管理，充分发挥各级食安
办统筹协调作用，指导各地推进网
格化管理体系建设，推动将农村食

品安全纳入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
范畴。加强农村中小学校周边食
品安全监管，对全省农村中小学
校周边2 . 4万户食品销售者开展监
督检查。

2021年，我省将在去年工作基
础上，继续在全省开展农村假冒伪
劣食品整治行动，农业农村部门
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公安
部门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
犯罪行为，商务部门积极推进农
村市场体系建设，畜牧兽医部门
开 展 肉 类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提 升 行
动，供销系统持续推进乡村商超
规范提升。

我省农村食品安全合格率97 .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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