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
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
见》。其中，在全面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
体系部分提出，“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
始创新的体制机制，研究建立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建设运营多元投入机制，支持民营企业
参与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攻关”。

在国家畜禽良种联合攻关中，农业农
村部在产业指导和政策扶持方面发挥积
极引导作用，成立专家委员会，促进各类
要素集成联动，坚持企业主体、多元合作
的攻关模式，创新体制机制，为我国畜禽
种业的发展壮大注入活力。

畜禽育种是一项周期长、投入高的系
统工作，各单位间育种资源、技术相对分
散，想要选育出一批适应性强、生产性能

好的畜禽新品种，单打独斗很难有所突
破。针对生猪、奶牛、肉鸡、肉牛和肉羊等
主要畜种，聚焦良种培育亟须解决的关键
性重大问题，2019年农业农村部启动国家
畜禽良种联合攻关。为避免科研、生产

“两张皮”问题，攻关组创新组织模式，构
建“1（牵头企业）+1（首席科学家）+N（科
研院所、龙头企业等）”的产学研紧密联合
创新体系，突出育种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推进跨学科、跨部门、跨区域联合攻关。

值得关注的是，7个攻关项目全部由
民营企业牵头开展，育种企业在攻关单
位数量中占比达到了三分之二，成了良
种攻关的“主力军”。攻关开展至今，攻
关组面向市场需求确定创新突破口,让创
新成果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企

业“主力军”的优势也日渐凸显。首先，
作为市场竞争主体，企业更加了解市场
动态和消费者需求，对市场需求有最敏
锐的捕捉、最准确的判断；其次，企业创
新自主性更强，希望通过自主创新提升
竞争力与创造效益、谋求发展的愿望更
为迫切。面对市场竞争，从“要我创新”
到“我要创新”，育种企业抱团发展、多元
合作将会迸发出新的活力；第三是攻关
成果转化更快，更灵活。企业牵头科研
攻关，是以成果转化为导向的，最终目的
是提升生产效益和竞争力，因此针对实
际生产过程中薄弱环节和关键技术，企
业攻关的积极性更强，成果在攻关组内
的推广效率更高，并能产生一定的辐射
作用，从而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记者手记

让企业成为主力军
祖祎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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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聚焦

国家畜禽良种联合攻关构建产学研紧密联合创新体系——

企业来牵头 攻关显实效

□□ 本报记者 祖祎祎

为提升我国畜牧业核心竞争力，保障主要
畜禽品种有效供给，2019年，农业农村部启动
了国家畜禽良种联合攻关，组建了优质猪、地
方猪、荷斯坦牛、白羽肉鸡、湖羊和华西牛等7
个攻关组，构建“1（牵头企业）+1（首席科学
家）+N（科研院所、龙头企业等）”的产学研紧
密联合创新体系。攻关开展以来，作为7个攻
关项目的牵头单位，育种企业带领攻关组成员
立足市场需求，创新联合机制，在新品种选育
和关键技术创新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
实在在解决了企业生产过程中面临的瓶颈和
难题。

“把脉”市场 让攻关方向更准

立足市场，才能了解市场的变化和真实需
求。“优质瘦肉型猪”和“地方猪”两个攻关组都
把目光瞄准了“优质化”。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
民已不再仅仅满足于“有肉吃”，优质猪肉越来
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我国城乡居民猪肉消费的主要需求是瘦
肉，市场上饲养的生猪 90%左右是瘦肉型猪。
近 20 年来，虽然我国瘦肉型猪育种取得了长
足进步，但瘦肉型种猪在繁殖力、饲料转化率、
肉质等方面还需要协同改良。”优质瘦肉型猪
攻关组牵头企业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吴珍芳表示，在非洲猪瘟发生后，
瘦肉型猪的选育需要适应由“调猪”向“调肉”
改变，不仅要瘦肉产量高，也要更多地关注屠
宰性能和肉质。同时，我国不同地域，肉品消
费习惯差别大，这样的市场需求决定了我国种
猪育种工作任务艰巨。

“要实现优质化品种的选育，对我国地方
品种的开发和利用是关键。”与此同时，地方猪
攻关组牵头企业吉林精气神有机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负责人孙延纯却对地方猪种质资源现
状表示担忧，他告诉记者，近几十年来，为适应
现代化生产，长得快、饲料转化效率高、瘦肉率
高的欧美发达国家品种被大量地引入，成为我
国养猪业的主体品种。这对我国地方品种资
源造成了巨大冲击。

孙延纯对优质品种有着自己的看法。“真
正能超越地方品种、引进品种，集二者优点于
一身，同时适应中国环境、满足中国烹饪与饮

食文化需求，像鹿儿岛黑猪一样可以享誉世界
的品种，才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优质品种。”

如何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优质品种？在
从事多年地方猪品种选育的孙延纯看来，成功
地开发利用中国地方品种资源，需要有市场依
托和明确价值驱动的龙头企业，运用现代技
术，通过联合攻关的方式来实现产业化和种质
创新的目标。

历时20年，以本土黑猪为遗传素材，以上
海交大、吉林大学、浙江大学提供的遗传评估
平台和选育技术等为依托，精气神公司培育出
优质黑猪新品种“吉神黑猪”，带动山黑猪养殖
农场 350 余个，年出栏规模达 20 余万头。如
今，“吉神黑猪”产品销售网络已经遍布全国
27个城市。

孙延纯表示，下一步攻关工作将在已有基
础上，提升“吉神黑猪”、地方品种及其杂种的
竞争力，为我国优质肉猪产业发展提供示范作
用。同时，联合种猪场建立地方猪种种质创新

开发联盟，针对不同地方品种筛选与其配套的
培育品种、引进品种，构建最宜杂交生产体系，
培育专门化新品系或配套系，生产具有各地特
色的优质肉猪。

创新机制 让攻关后劲更足

有了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创新才能有源
源不断的后劲。攻关机制的创新和优化，对于
肉牛育种企业已不是首次尝试。

2015年起，为改变肉牛育种企业分散、种
群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等问题，国内主要肉
牛育种企业自发组织，曾先后成立了金博肉用
牛后裔测定联合会、肉用西门塔尔牛育种联合
会和安格斯肉牛协会，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规
范，开展了统一性能测定、后裔测定、外貌评定
等工作。

2019年初，由联合会主要肉牛育种企业共
同出资，“北京联育肉牛育种科技有限公司”正
式注册成立，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肉牛联合
育种实体组织，也是华西牛攻关项目牵头单位。

虽是国内首例，先前的工作却为之后的攻
关打下了基础。据了解，目前参与联合育种的
会员单位达 30余家，包括 14个国家肉牛核心
育种场，存栏肉用种公牛 500 余头、肉用母牛
1.3万余头。

随着华西牛攻关组的正式成立，攻关组与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在育种规
划、遗传评估、全基因组选择等方面开展联合攻
关，为华西牛新品种的选育工作保驾护航。

“在攻关工作中，科研单位和专家只提供技
术指导与服务，要始终明确企业的主体地位。”
北京联育肉牛育种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汪聪勇
表示，将通过与科研团队签订技术服务协议书
或采取成果转化方式，有偿购买技术服务。

同时，攻关组建立了肉牛种质资源、人才
资源和技术资源共享机制，联合攻关取得的成
果，包括优秀种质、先进技术和经济收入由育
种联合体共同分配。“下一步，攻关组将以‘北
京联育肉牛育种科技有限公司’为核心，多家
育种单位共同参与，实现公司独立运行，服务
全国肉牛育种。”汪聪勇说。

瞄准关键 让成果更“接地气”

成果好不好，市场“见真章”。近年来，随
着奶牛单产提高，奶牛繁殖问题日益凸显。繁
殖新技术应用不足，优秀种质扩繁速度慢等问
题制约了产业发展。

奶牛公关组牵头企业山东奥克斯畜牧种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高运东表示，我国奶牛平均
利用年限不足 3 胎，采用人工授精技术，仅可
提供约 1.5头母牛，虽然性控技术的应用使奶
牛扩群速度提高一倍，但仍不能满足产业发展
需要。

为解决这一问题，奶牛攻关组牵头企业山
东奥克斯畜牧种业有限公司在国内率先开展
奶牛体外胚胎生产技术研究与应用，突破体外
胚胎规模化推广技术瓶颈，健全了活体采卵体
外生产胚胎OPU-IVP技术体系。

随后，现代牧业（商河）有限公司将此项技
术进行产业化应用，生产胚胎 1312 枚，移植
688 枚，受胎率达到 42%，达到了国际先进水
平，OPU-IVP高效快繁技术由此逐步进入产
业化轨道。

“OPU-IVP 技术是继人工授精、超数排
卵后的又一次繁育技术革命。”高运东告诉记
者，早在几年前，OPU-IVP 就已在部分奶业
发达国家实现产业化推广，而在我国的应用才
刚刚起步。“目前，公司已在黑龙江、宁夏等地
建设实验室，后续将大规模生产体外胚胎，并
为多个大型牧场提供技术服务。”

如果说繁育技术的应用加速了育种效率
的提升，那么成熟完善的疫病防控技术体系就
是保障企业安全生产的第一道屏障。

针对全国肉鸡企业面临的防疫问题，白羽
肉鸡攻关组在攻关开展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防
疫流程和监控方案，在保障育种成效的同时，也
为业内肉鸡企业的安全生产贡献了科研力量。
其中，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超过10万
份的血浆样品进行了禽白血病病毒分离，对超
过22万份的胎粪进行了禽白血病抗原检测；新
广农牧完成白羽肉鸡6个品系的禽白血病和鸡
白痢净化检测，共检测样品39503份。

安徽太和县
“恒进麦8号”小麦品种表现优异

近日，笔者在安徽恒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小麦良种种植基
地走访看到，该基地在太和县现代农业示范园流转的 4700 亩土
地上，全部种植的由本公司自主研发的小麦新品种“恒进麦 8
号”，虽然受到干旱、大风、病虫害等灾害影响，但没有出现倒伏、
减产等现象，一般田块平均亩产达 550 公斤左右，高产田块达
650公斤。

据了解，早在 2006年，恒进农业发展公司开始选育小麦新品
种，用“周麦16”作为母本，“淮麦28”作为父本，经过10多年不间断
试验，成功研发了“恒进麦8号”。“该品种抗小麦赤霉病特征突出，
增产潜力大，并兼具抗寒、抗倒、抗病、抗干热风等特性，不同年份
均表现出高产、稳产特性，特别适合在沿淮地区种植，2017年通过
国家审定，在今年 5月中旬举办的国家冬小麦新品种集中展示示
范观摩暨第三届黄淮麦区小麦新品种地展博览会上，‘恒进麦 8
号’被专家组推荐为抗小麦赤霉病品种之一。”公司负责人范恒进
介绍说，今年小麦丰收固然和我们中后期科学田管有关系，很重
要的一点是得益于小麦优良品种。 邱永林

江西泰和县
高山生态梨喜获丰收

近日，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老营盘镇田塅村贫困户欧阳崇海
家的高山生态梨喜获丰收，扶贫帮扶干部正在为欧阳崇海采摘梨
子，上市销售，助力贫困户增收。 邓和平 摄

中国农科院
举办作物科普基地“云参观”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联合中国作物学会等
单位举办了作科所作物科普基地线上“云参观”，累计观看 163.6
万人次，同时最高在线14.4万人次，受到公众关注和热评，拉近了
农业科研与供种的距离。作物栽培与生理创新团队王艳杰博士
负责讲解介绍。此次活动是作科所在习总书记贺信三周年之际
举办的“走进作物科学，认识藏粮于技”系列活动之一。

目前，科普基地种植有小麦、水稻、玉米、大豆、谷子、高粱、黍
稷、荞麦、燕麦、黎麦、甘薯、马铃薯、秋葵、胡麻、芝麻、蓖麻、向日
葵、菜豆、红花、甘蔗、薰衣草等32种作物的88个品种，还有矮败小
麦育种技术、玉米高产栽培技术、小麦立体匀播技术及化学调控
稳产高产技术的展示。正值小麦成熟季节，基地里仅小麦就有27
个品种，包括作科所育成的中麦、轮选、航麦系列品种，还有马卡
小麦等小麦种质资源。网友观众跟随专家察看了种植作物的长
势、特点，听取了种植作物特性、种类、用途、价值以及作物研究的
相关科学知识等讲解，互动频繁，反响热烈。

作科所科普基地从2018年起面向广大公众不定期开放，已举
办了三次大型科普宣传活动，累计接待现场公众 4000余人，网络
公众400万余人。 卫斐

贵州威宁市
“韩白玉春”白萝卜口感好效益高

日前，笔者从贵州省威宁自治县农业农村局获悉，由贵州省
园艺研究所主持，威宁农业农村局果蔬站负责技术指导，威宁菽
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具体实施的贵州省蔬菜产业科技扶贫“321
模式”示范推广项目“喜凉蔬菜一年三季高效栽培示范基地”内种
植的第一季“韩白玉春”白萝卜品种，经专家测产，单季亩产达
9910.6 公斤，按照目前 1000 元每吨的市场价计算，“韩白玉春”白
萝卜品种单季亩产值达9910.6元，实现了增产增收。

据了解，“韩白玉春”白萝卜品种一年可连种两三茬，生长周
期短，极易管理，播种后 60天左右即可收获。长出的萝卜根皮纯
白，长圆筒形，肉质致密，吃起来甘甜可口，比普通萝卜口感要
好。“韩白玉春”白萝卜品种具有耐低温、耐抽薹、耐贮运、水分多、
无开裂、不糠心、光泽好、无须根、口感佳等特点，既能作为蔬菜炒
食、腌渍或馅食，又可以当水果吃，是人们健康的蔬菜佳品。

贵州省园艺研究所所长孟平红表示，今年在威宁引进“韩
白玉春”白萝卜品种种植获得丰产丰收，表明“韩白玉春”白萝
卜品种产量高、品质优，是值得推广的优良品种。贵州省园艺
研究所今后打算带领更多农民群众大面积种植，让乡亲们早日
发家致富。 刘军林

6月6日，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李台镇刘海村村民刘宗民（右）看到丰收的“山农29”小麦良种高兴地合不拢嘴。
去年刘海村采取“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与阳谷、聊城等种业公司合作，订单种植了品质好、产量高、抗

倒伏和抗逆性强的“山农29”和“济麦22”小麦良种260余亩，喜获丰收，平均亩产1200多斤。目前，全县发展种植订单
小麦良种10万余亩，增加农民收入2400多万元。 陈清林 关淑艳 摄

□□ 本报记者 祖祎祎

近日，农业农村部龙山百合良种繁育工作专家服务团
在湖南省龙山县举办了“百合生产技术示范推广现场会”。
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中国农科院麻类研究所等服
务团成员单位专家、百合协会成员、合作社负责人、种植大
户等80余人参会。

会上，与会专家系统讲解了国内外百合产业现状、市场
前景，以及传统品种脱毒种球生产、新品种更新换代、病虫害
防治等百合产业化生产管理中的关键问题。与会者来到农
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龙山百合良种繁育工作专家服务团龙
山县鑫科百合专业合作社张家坡村“百合良种繁育试验示范
基地”，实地察看赏食兼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百合新品种

“京鹤”“丹蝶”生长及病虫害状况。两个品种适应性强，在当
地表现良好，脱毒卷丹种球生长量显著优于对照的传统自留
种，感病率显著低于对照，受到种植户的一致好评。

据了解，专家服务团将会在后续的百合采收前准备、采
收、加工贮藏等重要环节召开现场会，推广新技术新方法，为
提高龙山百合产业科技水平和社会、经济、生态三大效益提
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为帮助湖南省龙山县提升龙山百合
良种繁育水平，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于2019年成立专家服
务团，根据湖南省龙山县百合发展实际需求，调动专家资源，
通过“结对服务”“蹲点服务”“首问服务”“巡回服务”“应急服
务”等形式，在百合良种选育、栽培生产、展示示范、人员培
训、市场营销、体系建设等方面开展指导服务。同时，安排专
项经费支持龙山县实施百合良种选育示范项目，开展品种试
验示范和良种展示，帮助筛选推荐优良品种，督促现代种业
提升工程百合良种繁育项目实施，加大百合良种繁育基地建
设，通过地方特色种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取得实效。

华西牛新品种培育联合攻关组成员开展统一性能测定。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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