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版2
编辑：张朝辉 校对：董文兰 美编：青木 2022年8月29日 星期一

综合新闻
码上订报码上订报码上看报码上看报

三部门：

社址：陕西杨凌示范区展馆西路1号 邮编：712100 编辑部：029-87036601 记者部：029-87031606 广告部：029-87031701 发行部：029-87036595

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中村镇：

教育部、农业农村部、中国科协印发通知

到2025年公民具备
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15％

支持建设一批科技小院
助力乡村人才振兴

【三农资讯】

“四聚焦四确保”全力推进稳岗就业

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
这十年这十年这十年这十年

孙世铎：紧抓核心育种群 打造生猪育种中国“芯”
全媒体记者 吴凡

猪粮安天下，良种铸基石！

良种一直是保障我国生猪产

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提升

生猪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近

年来，我国生猪种质资源保护问

题备受关注，生猪种质资源“重引

进、轻选育”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加快生猪自主育种步伐，实现种

源自主可控，已成为生猪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对此，陕

西省生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

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

学院教授孙世铎不断研究探索良

种繁育体系的重建、优化和提升，

助力生猪育种从“引进吸收、改良

提升”向“创新追赶、自主选育”方

向转变。

8月4日上午，记者见到孙

世铎时，他正为生猪育种推广工

作忙得脚不沾地。“我们从1988

年就着手培育‘SX长白猪新品

系’，利用瑞士、匈牙利等国引进

的‘老三系’长白猪与‘新丹系’组

成8公40母选育基础群。但是

从国外引进的‘老三系’长白猪，

常由于‘水土不服’发生肢蹄病、

子宫内膜炎等，淘汰率达到20%

以上，加之‘老三系’长白猪品种

长得慢，体型也比较差。”孙世铎

告诉记者，为了改善引进的品种，

2009年，科研团队对西北地区八

眉猪、汉江黑猪、互助猪等品种的

生态条件和培育背景进行系统研

究，历经10余年，最终育成了符

合陕西地区生态条件的繁殖能力

高、适应性强、杂交效果明显的新

品系——“陕西SX长白猪新品

系”。目前，其在陕西、甘肃和新

疆都有大量分布，已成为养殖户

外种猪改良地方品种、提高养猪

效益的理想类型。

一方面是主流商业化猪种

性能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另一

方面是我国地方猪种资源未得

到有效利用，在孙世铎看来，除

了不断革新引进选育品系，中国

本土猪种质资源保护和进一步

选育也是当代人的重要使命与

必答考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关中黑

猪是陕西省当家品种，由于肉质

好、抗逆性和适应性强，广泛分布

于咸阳、西安和宝鸡等地，但是该

品种繁殖性能、生长速度等不能

满足人们的需求。”孙世铎说，

2014年左右，团队开始以丹系大

白猪为父本、关中黑猪为母本，采

用杂交选育技术与全基因组选择

等现代育种技术相结合，开展优

质高繁秦川黑猪新品种培育工

作。预计2026年，核心基础猪群

达到300头以上，基础母猪群达

到1200头，每年向社会提供优质

种猪和商品猪达2.5万头。

“我国是世界上生猪生产

与猪肉消费第一大国，生猪产

业是我国畜牧业乃至农业的支

柱产业，而种猪又是生猪产业

的‘芯片’。作为农业科技工作

者，我认为只有把民族种业做

强，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优良品种，不断进行遗传

改良、持续提升种猪性能，才能

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畜禽安全。”

孙世铎感慨道。

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农业

农村部办公厅、中国科协办公厅

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建设一批科

技小院的通知》（下称《通知》）。

《通知》明确，确定对68个单位的

780个科技小院予以支持建设。

科技小院是一种集人才培

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于一体

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教育部研

究生司负责人介绍，“科技小院”

研究生培养模式是指研究生培养

单位把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长期

派驻到农业生产一线，在完成理

论知识学习的基础上，重点研究

解决农业农村生产实践中的实际

问题，着力培养知农、爱农、兴农

的农业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这种集人才培养、科技创

新、社会服务于一体的培养模

式，实现了教书与育人、田间与

课堂、理论与实践、科研与推广、

创新与服务的紧密结合，辐射带

动全国涉农高校深化研究生培

养模式改革，引导研究生把论文

写在中国大地上，助力脱贫攻

坚，生动诠释了研究生教育培养

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的重大命题。”该负责人表示。

《通知》指出，各研究生培养

单位要把农业农村领域高层次

应用型人才培养摆在学校工作

的重要位置，巩固政府、社会组

织、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协同合

作的政产学研一体化人才培养

模式，加强组织协调和条件建设，

确保科技小院人才培养方案高

质量实施，推动研究生教育与生

产实践紧密结合、与社会需求紧

密结合、与农业农村发展紧密结

合，引导广大研究生在乡村振兴

中建功立业，绽放青春风采，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通知》明确，有关省级教育行

政部门要引导相关研究生培养单

位，通过增量倾斜和存量调整，优

先满足科技小院农业专业学位人

才培养的招生计划需求。有关科

技小院所在区县农业农村部门要

将科技小院纳入当地农业技术服

务和农民培训体系。各级科协要

鼓励发挥基层农技协的作用，支持

基层农技协参与科技小院建设。

此外，教育部、农业农村部、

中国科协将持续加大对科技小

院建设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全

国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

导委员会、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

会等专家组织作用，适时组织专

家就科技小院建设情况进行跟

踪指导，对科技小院人才培养成

效突出的研究生培养单位，在学

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

方面给予相应支持。科技小院

人才培养质量将作为农业专业

学位授权点及涉农学位授权点

学科建设质量评价的重要指

标。 （综合人民网、央视网）

本报商洛讯（全媒体记者

周廷 通讯员 齐苗）今年以来，

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中村镇以

“稳就业促增收”为目标，以“四

聚焦四确保”为抓手，精准施策、

精细服务，全力推进稳岗就业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

聚焦动态管理，确保就业信

息精准。及时组织镇村干部对全

镇劳动力信息进行拉网式摸排，

精准建立需求、供给、培训三大台

账。截至目前，全镇共有劳动力

10680人，实现转移就业10227

人、实现自主创业177人，其中脱

贫劳动力外出务工3052人。

聚焦宣传引导，确保就业渠

道畅通。坚持“线上+线下”相结

合，广泛宣传就业政策，引导群

众实现就业。今年以来，召开大

型招聘会 3次，提供就业岗位

1500个。

聚焦技能培训，确保就业能

力提升。按照贴近乡村实际、贴

近主导产业、贴近市场需求的

“三贴近”要求，结合辖区内劳动

力的培训需求和就业意愿，扎实

开展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将技

能培训镶嵌在就业、产业链上，

做到“按需培训、精准帮扶”。今

年，辖区共开展焊工、叉车、缝纫

加工等技能培训5期450人。

聚焦政策落实，确保户企互

惠双赢。积极通过项目扶持、贷

款贴息、资金补贴三种形式加大

扶持力度，促进经营主体与脱贫

户、监测户建立持续稳定的利益

联结机制，实现共同增收，认定

社区工厂1家、就业帮扶基地2

家，申报经营主体扶持资金。

科技部、中央宣传部、中国

科协日前联合印发《“十四五”

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

划》。规划提出，到2025年，公

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

15%；多元化科普投入机制基

本形成，在政府加大投入的同

时，引导企业、社会团体、个人

等加大科普投入；科普人员数

量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科

普设施布局不断优化，鼓励和

支持建设具有地域、产业、学科

等特色的科普基地，创建一批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提高科普

基础设施覆盖面。

（据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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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门联合发文：

启动新一轮农村公路建设和改造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

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农村公

路扩投资稳就业更好服务乡村

振兴实施方案》，启动新一轮农

村公路建设和改造。

《实 施 方 案》提 出 ，到

2025 年，便捷高效、普惠公平

的农村公路网络将进一步完

善。今年，在力争提前完成农

村公路原定年度任务目标基础

上，新增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

3 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安全

生命防护工程3万公里，改造

农村公路危桥3000座。

（据《农民日报》）

秋风起 韭花香

8月16日，在山东省聊城市

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苏庄村，菜

农在采摘韭菜花。初秋时节，苏

庄村的200亩韭菜花盛开，菜农

们利用晴朗天气加紧采摘、销

售。韭菜花的种植在当地已经

有十几年，不仅形成了地域特色

品牌，也是该村乡村振兴与农民

增收的主要产业。

张振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