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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采取五方面举措
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陕西省蚕桑产业技术体系、国家蚕桑产业
技术体系陕北生态桑综合试验站：

365“云上农高会”特色农产品
撮合交易座谈会在陕西杨凌召开

2023年工作会议暨蚕桑
技术培训会在陕西杨凌举办

竹产业助力
乡村振兴
4 月 11 日，在贵州省赤水

市复兴镇太和村，工人分选

竹丝。

近年来，赤水市依托丰富

的毛竹资源，引进竹产业深加

工企业，采取“党支部+公司+

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竹筷、

竹席、竹签、竹地板等竹产业，

将竹资源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带动农民就业增收，助

力乡村振兴。 王长育 摄

为进一步加强种业知识产权

保护，我国将从立法、司法、执法、

管理和技术支撑五个方面发力，加

快推行全链条、全流程监管。

这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最高

人民法院近日在海南省三亚市联

合举办的全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专题培训班了解到的消息。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

部级专职委员王淑梅表示，要深刻

认识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强化有利保护、有力保护、高效保

护、多元保护，切实提高种业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水平，加快构建种业

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

示，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是种业

振兴市场净化行动的核心环节，必

须置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大

任务中来把握，综合运用法律、经

济、技术、行政等多种手段，坚持从

以下五个方面发力，促进种业高质

量发展。

在立法上，以实施实质性派生

品种制度为重点，加快完善种业知

识产权保护法规体系。加快修订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及其配套规

章，明确实质性派生品种的实施步

骤和办法，制定鉴定方法和判定规

则，加强普法宣传。

在司法上，以强化行政与司法

保护衔接为重点，加快完善部门协

同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案

例交流、案情通报、案件移送机制，

完善案件移送要求和证据标准。

在执法上，深入开展种业监管

执法年活动，坚决查办一批涉及面

广、影响恶劣的假劣侵权案件，联

合公检法等有关方面严厉打击假

冒伪劣、套牌侵权等违法行为，形

成有力震慑，及时通报典型案例，

推动实现社会共治。

在管理上，以健全品种管理制

度为重点，强化激励原始创新、服

务产业需求的鲜明导向。实施玉

米、水稻品种审定新标准，及时修

订小麦、大豆和棉花品种审定标

准，开展品种审定绿色通道和联合

体试验专项整治，推进向日葵、甜

瓜、黄瓜登记品种清理，发布国家

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

在技术支撑上，以推行品种

身份证管理为重点，加强品种标

准样品管理，加快分子检测技术

研发应用，完善品种DNA指纹公

共平台，加快夯实打假护权技术

支撑体系。 （据新华社）

本报杨凌讯（农业科技报记

者 郭媛媛）为积极促进特色农业

企业持续稳定发展，为广大涉农企

业搭建专属服务平台，实现媒体服

务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切实助力

乡村振兴，4月10日下午，365“云

上农高会”特色农产品撮合交易座

谈会在陕西杨凌召开。

会议由杨凌示范区个体私营

经济协会秘书长、杨凌示范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12315指挥中心”主

任胡丰宝主持，杨凌示范区质量技

术检测检验所所长杨静，杨凌农科

传媒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杨

凌15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责

人和优质涉农主体代表参会。

座谈会上，15家企业负责人和

优质涉农主体代表分别作交流发

言，围绕各自近年来电商经济发展

现状、产业优势及当前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并希望借助

杨凌农科传媒集团报、网、微、视、

端等全媒体平台，通过365“云上

农高会”交易撮合平台，对优质农

产品进行大力推广，助力企业发展

和产业振兴。

胡丰宝表示，网络交易平台经

济发展进入新时期，为适应电子商

务发展浪潮的需要，杨凌示范区就

农产品网络销售的相关问题搜集

解决方案。协会将发挥组织引领

作用，发掘特色农产品，筛选组合，

共同借助杨凌农科传媒集团等相

关媒体宣传推广平台，通过好包

装、好推介、好诚信、好品质，在促

成交易的同时，提升企业品牌知名

度和销售额。

杨凌农科传媒集团相关部门负

责人表示，集团将发挥媒体优势，初

步做好三个方面工作。一是以集团

直播室为基地，成立线上销售中心，

整合优质特色农产品，做线上直播；

二是做拆分短视频，利用365“云上

农高会”交易撮合平台，形成宣传矩

阵；三是拉升企业品牌影响力，阶段

性组合推流，释放丰富的感官体验，

吸引更多用户。

本次座谈会，旨在政府引领和

指导下，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发挥

365“云上农高会”交易撮合平台的

独特作用，提升农业产业化企业及

其特色农产品品牌影响力，为各级

政府部门、协会组织、各类市场主

体提供优质的市场化服务。

据了解，作为365“云上农高

会”云交易内容的一部分，交易撮

合平台包含农产品、农资、农机具

和农业服务四大服务版块，主要开

设有直播大厅、专家问诊大厅、企

业展厅、产品展厅、技术专利大厅、

供采大厅、在线课程大厅和展会等

栏目，目前入驻专家91位，入驻企

业 347 家，专利数量达到 3218

项。后期，365“云上农高会”交易

撮合平台将发挥最大作用，让农高

会能够持续传播科技引领、创新驱

动的农科成果，成为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助力乡村振兴和国际农业合

作交流的重要载体。

本报杨凌讯（农业科技

报记者 梁军锁 张婉）“中

华蚕桑丝绸产业历史成就

无比辉煌，振兴现代蚕桑丝

绸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组成部分。”4

月7日，由陕西省蚕桑产业

技术体系、国家蚕桑产业技

术体系陕北生态桑综合试

验站主办的“2023年工作会

议暨蚕桑技术培训会”在杨

凌举办。中国蚕学会理事

长、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

首席科学家代方银在专题

报告中讲到蚕桑丝绸产业

厚重的历史和当今的重要

性时，引起了参会者的共

鸣，赢得了阵阵热烈掌声。

来自陕西省农业农村

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

南大学的相关专家，陕西省

蚕桑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

专家及各示范县、国家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区的技术

部门负责人、业务骨干、经

营主体和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蚕桑学科研究生90余人

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陕西

省蚕学会、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蚕桑丝绸研究所承办，榆

林市一棵桑树茶叶有限公

司协办。

会上，代方银作了“聚

焦国计民生新需求，发展复

兴时代大蚕桑”的专题报

告。报告从历史、当今、使

命、希望四个方面阐述了蚕

桑丝绸产业的重要性。

代方银介绍，从历史文

明来看，蚕桑丝绸产业是穿

越历史长河的功勋产业；从

当今社会来看，蚕

桑丝绸产业是符

合时代发展要求

的优势产业；从民

族复兴的使命来

看，蚕桑丝绸产业

是开创复兴时代的大产业。

西南大学教授赵爱春

作了“桑多元优异种质发掘

利用及优异性状形成机理

研究”的专题报告。国家蚕

桑产业技术体系陕北生态

桑综合试验站站长、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研究员苏超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蚕桑丝

绸研究所副研究员包立军

对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

陕北生态桑综合试验站去

年的工作作了总结、对今年

的工作作了安排。

“当今，不少人可能对

蚕桑丝绸产业的理解是不

够的。其实该产业是个大

产业、也是一个绿色健康产

业。涉及种植养殖、加工制

造、商贸流通、文化创意等

多个领域，产业发展起来后

会聚集大量中小微企业、农

户、商户、合作社等经济组

织，是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

和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

优势产业。”钱永华向记者

说道。

陕西省蚕桑产业技术

体系首席专家、安康市蚕桑

发展中心张京国研究员在

会议上，对陕西蚕桑产业技

术体系的工作作了总结和

规划。

目前，陕西蚕桑产业基

本形成陕南茧丝产业、关中

果桑产业、陕北生态桑产业

的区域分布。 2022年，全

省桑园面积120万亩，养蚕

24.84万张，产茧1.12万吨，

综合产值50亿元，陕西蚕

茧产量居全国前10名。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被命名为
第一批陕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本报商洛讯（农业科技

报记者 周廷 通讯员 郭乾

琪）为充分发挥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示范引领作用，实

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发

展共赢，4月6日，陕西省政

府办公厅发布通报，经省政

府同意，决定命名商州区等

8个县（区）为第一批陕西省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近年来，商州区坚持

“生态立区”战略，成立生态

文明示范区创建工作领导

小组，组建工作专班，多次

召开创建工作推进会进行

部署推动。紧扣全域旅游，

健全完善“医、养、游、体、

药、食”等康养产业体系，打

造中国康养之都核心区。

建成国家4A级旅游景区2

个、国家 3A级旅游景区 2

个、省级森林公园2个、省级

旅游特色名镇1个、省级乡

村旅游示范村2个，打造休

闲农业示范点6个，创建中

国（江山）最美休闲乡村 1

个，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

绿色惠民的双赢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