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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大地的丰收
    ——访全国政协委员许雷

十分重要。因此，建议国家加大对企业“国

家重点实验室”的资金支持力度,达到大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每年1000万元的水平，

同时充分发挥政府政策、资金的引导作用，

广泛吸引社会多元化投入，推动企业“国家

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另外，她认为

对具体研发的共性技术项目,国家应该成为

资金投入主体。

作为普通民众中的一员，王波以女性

特有的细腻关注社会的养老事业。她说，从

“养儿防老”到“社会养老”已是必然趋势，

政府和社会必须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她认

为，尽管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

各地区都在建立养老院及居家养老机构，但

现行的养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滞后于经

济社会发展，不能完全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需要，还存在着配套法规、规章尚不完备，

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尚不完善，老龄工作

机制不规范，工作力量薄弱等诸多问题。因

此，她建议开展社会化养老要因人而异，着

手建立一个多元化、多层次，满足不同人群

养老需求的市场。政府应加速以居家养老服

务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

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尤其要加强社会化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整合社会资源，在社区

层面普遍建立养老服务机构和场所，组建一

支专业化、职业化与志愿服务相结合的居家

养老服务队伍。同时，出台针对“三无”老

人、高龄老人、生活自理困难老人以及纯老

年人家庭人员等特殊老年人的居家养老补

贴办法和服务细则，加大政府购买社会化服

务的力度。

王波把本职工作同履行人大代表职责有

机结合起来，合理安排时间，做到两不误、两

促进。同事们担心她的身体状况难以承受如

此巨大的工作量，但她却说：“我深知当好

基层代表不容易，但‘怀为民之心，履为民之

职’是人大代表的本分。实际上人大代表就

是起桥梁的作用，是党和政府跟人民群众之

间沟通的渠道，我一定要做好桥梁，听民声，

表民意，用我全部的政治生命完成对人民庄

严的承诺，为国家和人民尽一份力。”

□本刊记者  李  烝

在我国北方稻区，一提起辽

盐、雨田、田丰、锦丰、辽旱、锦稻

等系列水旱稻品种，农民们都赞不

绝口。这些品种连年高产，使他们

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而说起这

些新品种离不开辽宁盘锦黑土地上

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许雷，他是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是全国著

名水稻育种专家。

“我为农民多打粮”

出生于辽宁省盖州市团甸乡牧

场村一个农民家庭的许雷，童年时

曾问父亲：“咱们家乡为什么不种

水稻呢？”父亲告诉他这里是旱田、

种不了水稻，就是水田区的水稻种

子也是从外国引进的……父亲教育

他“要好好念书，学点农业知识和

本领，让天下穷人都有饱饭吃。”这

番话在小许雷心里早早播下了立志

学习农业的种子。1966年，许雷从

辽宁省熊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毕

业，带着父辈“为农民多打粮食而

努力”的朴实愿望，一头扎根在黑

土地上，开始了育种的探索。从此，

培育水稻新品种，为农民多打粮

食，让农民致富奔小康，就成了他

一生的追求。1967年至1985年，他

先后在乡（公社）农科站、县五七农

业大学、县农业中心等单位从事农

业教学和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这

期间，他利用所能利用的业余时间

去研究水稻新品种。1985年，许雷

被调到国家科研机构——辽宁省盐

碱地利用研究所担任水稻育种室主

任，专门从事水稻育种研究。

1988年，许雷在千倾稻田中

选育出的S16新品系，无论在产

量、品质、耐盐、抗逆性上都优于

传统品种，经辽宁省审定后被命名

为“辽盐2号”。由于该品种耐盐高

产居世界领先地位，1990年又通过

了国家审定并荣获国家重大科技

发明奖，一般亩产达到550—750公

斤，在新疆最高亩产达1109.5公斤。

1993年，他选育的高产、优质、多

抗粳糯水稻新品种辽盐糯，由于高

产、优质居国际领先，获得了国家

重大科技发明奖。从此，在我国北

方干旱地区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水稻

优良品种。1995年，许雷再次做出

了人生中的一次重要决定，他放弃

了国家科研机构的“铁饭碗”，“下

海”创办了民营科技企业——盘锦

北方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培

育推广优质、高产、多抗水稻新品

种为己任，旨在不断提高辽宁、华

北及西北稻区水稻产量，为农民增

产增收服务。从房无一间、地无一

垄、租用办公场所和育种田，到如

今建立起育、繁、加、推、销一体化

的国家级优质水稻良种繁育基地

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许雷从事

水、旱稻育种研究40余年，在农业

科学领域走过了风风雨雨。他说：

“能将自己全部的身心都奉献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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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的育种田，就是我人生最大的快事。作为一名平凡的

科技工作者，我最大的满足就是能为农民多打粮食。”

四十余年间，许雷委员的水稻育种研究可谓硕果累

累。“七五”至“十二五”期间，他主持国家水稻重点项目15

项，省、部级水、旱稻重点项目19项。与此同时，他经过多

年辛勤努力，总结并创造出具有高价值的快速育种法——

“人工选择理论”及“性状相关选择法”和“性状跟踪鉴定

法”。应用此法，先后主持选育出生产应用的水稻、旱稻、

特种稻新品种（系）95个，其中19个水稻新品种经省级审

定，8个国家审定（旱稻品种1个）。这些成果中，1项获国

际最高金奖、2项获优质米水稻品种国际名牌产品奖、1

项获国家优质米水稻品种金奖、2项获国家重大科技发明

奖……在农业领域，他成为我国选育北方粳稻品种最多、

获奖最多、推广面积最大、取得社会经济效益最高的专家。

此外，他选育的辽盐系列水稻品种被国家列为“九五”重中

之重推广项目；他主持选育的“辽盐、雨田、田丰、

锦丰、辽旱、锦稻”等系列水、旱稻新品种已在我国

北方适宜稻区累计推广1.8亿多亩，增产稻谷100多

亿公斤，使农民增收260多亿元。

当好农民的“代言人”

由于工作积极、政绩突出、成果显著，许雷委员

荣获了国家级、省市级诸多殊荣，自1989年以来连

续20年被评为辽宁省盘锦市的先进政协委员，多次

被评为省、市优秀科技工作者、自然科学学科带头

人，先后获得国家级专家、全国农业科技推广先进个

人、中国当代科技之星、建国六十周年百名优秀发明

家、全国农垦系统科研先进个人，辽宁省劳动模范，

辽宁省民主党派为经济建设做出突出贡献先进个人，

辽宁省优秀企业家，辽宁省优秀专家等荣誉称号，被

国际名人交流中心授予“创造世界的中国人”荣誉称

号，1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面对这些光

环，许雷委员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

委员，才是我一生中获得的最高荣誉。能够在全国人

大和全国政协的平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为社会做

点有益的事，我感到自己尽到了职责，这是我人生中

最大的成就。”

由于经常行走于田间地头，许雷委员听到了许

多来自农民的声音。他告诉记者，两会期间，他最关

心的就是“三农”问题。因此无论是担任人大代表还

是政协委员，他的建议提案件件都离不开一个“农”

字。1993—1998年，许雷担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的

5年间，共提出有关“三农”等方面的建议议案20余

件，其中90%以上得到了解决，特别是关于“种子”

的议案被国家采纳并促成了《种子法》的出台。2008

年，许雷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五次会议上

共提出政协提案38件，这些提案都收到了国家有关

部门的答复并得到了妥善解决。

作为一名带领农民致富增收的科研工作者，许

雷委员格外重视农业科技的重要作用。他说：“农业

要发展，农民要增收，离不开三样法宝，新品种、新

技术、好政策，缺一不可。”2008年，许雷委员提出加

强完善农村“六站”建设，在他看来，农技站、蔬菜站、

林业站、畜牧站、水利站、农机站等是农民致富的主

要技术推广机构，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承载着引进新

品种、新技术，实施科研试验、推广示范及技术培训

的重要作用，只有这些站点建设好了，科技兴农的

许雷，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盘锦北方农业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从事水、旱稻育种研究40年，主持国家水稻重点项
目15项，省、部级水、旱稻重点项目19项，研究成果屡获国内外
重要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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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才会坚实。2009年，他递交了提高我

国农业科技推广水平的提案。许雷委员认

为，实现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的根本转变，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这就需

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因

此，加强农技推广机构内部管理、建立一

支高素质的农业科技推广队伍，为农业科

技推广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以及搭建

起高效实用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平台、切

实提高农业科技推广效率迫在眉睫。2010

年，许雷委员又带着“关于实行农作物新

品种奖励政策建议的提案”来到北京。他

提出，为充分调动农作物育种科技工作者

的积极性，使他们在短时间内多出品种、

快出品种，希望国家能出台相应的奖励政

策，鼓励科研人员选育“优质、高产、多抗、

适种区域广”的农作物新品种，为农业增

产、农民增收多做贡献。2011年，许雷委

员提出了“关于加大对农村信用社扶持力

度的建议”的提案。针对我国农村信用社

金融服务手段、水平、科技能力等相对落

后的现状，提出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村

信用社的财税扶持力度，减轻农信社的负

担，完善农村金融风险补偿机制。这一提

案被评选为全国政协优秀提案，同时也得

到了财政部的高度重视。针对许雷委员

的提案，财政部给予了积极答复，长期以

来，农村信用社作为金融支农的主力军，

为“三农”和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了亟需的

资金支持，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

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国家不断推进

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工作，农村信用社不断

深化改革、明晰产权、完善治理结构，在

资金规模、服务水平、风险控制等方面都

有了长足进步，但也依然存在着一系列问

题，今后将进一步落实中央有关精神，不

断深化改革并加大支持力度，从货币、监

管、财税等方面出台政策措施，促进农村

信用社健康发展。

2012年，许雷委员又将关注点聚焦到

了民族种业的发展上。“要确保13亿多人

口大国的粮食安全，我国必须多渠道支持

民族种业发展。”他在调研中发现，2005—

2010年，我国种子产业保持了12%的年复

合增长率，市场价值达380亿元人民币，但

其中绝大部分被外资种子企业“掠走”。外

资种子企业之所以能够迅速开拓中国种业

市场，关键在于他们平均每年拿出营业收

入的11%用于研发和创新，提升了种子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目前，我国7500多家种子企

业只有130多家具有研发能力，由于其经济

收入普遍较低，在研发投入上平均只占营

业收入的3%，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为

此，许雷委员建议：国家应出台农作物育种

科技企业的补贴政策，包括育种直补、良种

补贴、土地流转补贴等，使育种企业享受到

“育、繁种基地”的种粮补贴。同时，扶持育

种企业建好“基地”和“种子库”，并扶持育

种企业购置必要的种子检测仪器和设备。此

外，国家应出台农作物育种科技企业划拨土

地政策，为育出作物新品种多、质量好的育

种企业划拨一定数量的耕地，使其能够拥有

自主承包权的“育、繁种基地”，促进其稳定

发展；出台农作物育种科技企业贷款优惠

政策，降低育种企业贷款利率或实行贷款利

息补贴，适当延长授信时间；并逐步建立起

农作物育种科技企业政府投入机制，形成制

度化，对成果显著的育种科技企业给予奖励

等。针对这一提案，财政部、农业部等相关

部委在答复中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农作物种业发展，2011年国务院印发的

《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中

明确提出，要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

育种机制。为此，国家有关部门将按照国务

院的统一部署，出台相关配套措施，推进体

制机制创新，不断加大对农作物育种科技企

业的支持力度，提升企业育种创新能力，逐

步形成国家投入为引导、带动种业龙头企业

及相关金融机构和其他社会资本进入的多

元化种业投入平台。对此，许雷委员由衷地

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推进种业发展的“大

气候”已初步形成，现代种业发展有了良好

的开端。相信在国家一系列政策的扶持下，

育种企业将迎来发展的“春天”。

国家有关部门将不断加大

对农作物育种科技企业的

支持力度，提升企业育种

创新能力，逐步形成国家

投入为引导、带动种业龙

头企业及相关金融机构和

其他社会资本进入的多元

化种业投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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