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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访谈】

全国人大代表秦英林：

科技赋能
推进生猪产业
高质量发展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牧原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秦英林带来了《关于推
进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作为国内
最大生猪养殖企业掌门人，他在养猪产业发
展、种业安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上都提出
了独到的见解。

养猪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长期主义
秦英林说：“养猪需要坚持高质量发展，

才能实现从业者自身持续发展。对标国际先
进仍有差距，需要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
养猪强国。差距就是机会，是养猪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目标。”

在秦英林看来，养猪高质量发展，要坚持
长期主义，以创新为基。向下扎根，从技术元
点发力，寻求突破，依靠科技创新，市场端提
供物美价廉的猪肉食品；供给端提升生产效
率，提高资源转化效率，坚持绿色发展，助推
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

从牧原养猪 30年发展体会来看，养猪虽
然很传统，但技术很前沿，进入新时代，创新
无极限。养猪进入高质量发展，必须走新路，
不能走老路，要变投资拉动为创新驱动、创新
工艺、创新技术、创新装备、创新产品，才能开
启更大的发展空间。

创新为基，科技赋能，数智化养猪
养猪也需要智能化。从牧原养猪的实

践看，科技赋能，智能化养猪升级，价值很
大。创新空气过滤智能猪舍，智能饲喂、
智能环控、智能巡检、智能声 音 监 测 等 智
能 装 备 ，从 住 、吃 、环 境 、健 康 管 理 全 面
提 升 智 能 养 猪 水 平 。 减 少 人 与 猪 接 触 ，
为 猪 群 提 供 清 洁 生 长 环 境 ，降 低疫病发
生风险，同时提升人工效率，减少人员操
作差异性，能够很好支撑生产提升养猪效
率、降低成本。

秦英 林 建 议 ，坚 定 不 移 加 大 技 术 创
新。坚定不移推进疫病净化，加强生物安
全体系建设，共建无疫区，打造高健康猪
群，提高养猪生产效率，节约资源，生产高
品质猪肉。支持、推进合成生物技术研发
和产业发展，推进豆粕减量替代，增强粮食
安全保障。坚持绿色发展。养殖场粪肥资
源利用和高标准农田充分结合，打造高标
准农田建设新模式。建立产学研用一体化
创新机制，推动科研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
以产业问题、企业需求为导向，将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形成合力实现养
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徐刚领

全国人大代表石聚彬：

推动食品龙头企业
培育产业
新质生产力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好想你健
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石聚彬带来了《关
于推动食品工业龙头企业培育产业新质生产
力，构建现代化可持续健康食品产业体系的建
议》。好想你将持续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从
食品制造转向食品智造，为构建现代化可持续
健康食品产业体系贡献力量。

从食品制造转向食品智造
石聚彬建议，推动食品工业龙头企业培育

产业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可持续健康食品
产业体系。首先，支持食品工业企业功能性健
康产品的开发。支持食品工业企业发展养生健
康食品，为研究开发功能性蛋白、功能性膳食纤
维、功能性糖原、益生菌类、生物活性肽等保健和
健康食品提供科研技术辅导支持，将低糖、低油、
低盐、少添加，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实现绿色生
产，锁住营养，留下健康，作为健康食品的入门标
准，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可持续的健康食品。

其次，加大对食品工业企业工业设计能力
研究支持，加快从食品制造转向食品智造。建
议建立起食品工业企业与工业设计专业机构
合作桥梁，用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智能制
造技术等与食品产业的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
的生产工艺、新的产品和服务模式。

最后，以区域食品工业龙头企业为中心建
立区域大供应链中心，平衡食品工业企业“两
头”人才的培养比重。区域食品工业企业大供
应链中心的建立为区域内食品工业企业提供
优质基础人工、高质原料资源、标准仓储物流、
先进机械设备等资源，不仅能提高区域食品工
业企业供应链质量、源头品质水平，也能降低
供应链运营成本。龙头企业成熟的供应链环
境，严格的运营标准，也能降低区域内食品工
业企业食品安全风险。

推进中西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
中西部发展事关国家发展整体水平，事关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进程。我国中西部
关山阻隔，气候多变，是经济“发展不平衡”问
题的重点区域。针对中西部职业教育的痛点，
石聚彬建议，大力推进中西部职业教育产教融
合高质量发展，龙头食品企业与中西部职业教
育高校共同成立产教融合学院，通过产业精准
培养人才，以人才靶向培育产业，培育一批懂
产业、爱产业、懂技术、有技术的产业人才。鼓
励龙头企业办产业学院或职业院校，实现企业
资源利用率，培养理实一体化产业人才。“期待
用产业优势和教育优势推动中西部职业教育
的高质量发展，助力中西部经济的全面腾飞。”
石聚彬说。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徐刚领

全国政协委员岳中明：

将水利遗产
专项调查和保护
纳入全国文物普查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璀璨的
中华文明，黄河流域文化遗产资源富集、传统文
化根基深厚。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水
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原主任岳中明继续为“做
好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这篇大文章”建言。

建好用好黄河国家文化公园
“中华民族在治理黄河过程中形成了内涵

丰富的文化，包含河工技术、治理思想、管理体
制，以及古河道、古堤防、古灌溉工程等水利遗
产，具有连续性、独特性和极高文化价值。”围
绕统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保障黄河
安澜，岳中明建议，流域各省区开展黄河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要做好与黄河流域综合规划、
黄河流域防洪规划、流域和省区国土空间规划
等规划的衔接。

岳中明认为，应充分发挥水利部门优
势和作用，将黄河水文化建设管理标准纳
入文化遗产保护标准体系。在水法、防洪
法修订中，明确水文化建设要求，推进水工
程与水文化融合，更好发挥工程的文化功
能和综合效益。将流域管理机构纳入国家
层 面 黄 河 文 化 保 护 传 承 弘 扬 工 作 协 调 机
制，涉及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水利遗产方
面的事项，应征求流域管理机构与地方水
行政管理部门意见，保障水工程安全、促进
水利遗产保护。

岳中明还建议国家文化和旅游部门将水
利遗产专项调查和保护纳入第四次全国文物
普查。加快实施黄河文化研究工程，支持水利
古籍、治河技艺的保护。

加快推进黄河博物馆改造提升
黄河博物馆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河流博物

馆，其前身是1955年成立的“治黄展览会”。
“博物馆以自然黄河为基础、文化黄河为

内涵、人河协调关系为主线，全面展示黄河自
然史、文明史、历代治河史、新时代治河成效等
内容。”岳中明介绍说，由于是水利行业博物
馆，已免费开放但未纳入经费补助范畴。《中央
财政关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的财税支持方案》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保护规划》明确支持黄河博物馆改造提升，
但尚未落实经费。

由此，岳中明建议将黄河博物馆改造提升
作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重点项目，并纳入
中央财政支持的免费开放经费补助的公益博
物馆范畴，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提升参
观体验感，让公众更好了解中华民族治水历史
和黄河文化遗产。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赵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