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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行记者探行种业资讯

□□刘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乐明凯

近日，“耐盐碱抗旱油菜新品种设计
与培育”项目推进会在江苏省盐城市举
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廷栋、王汉中，全
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中国作物学
会油料作物专业委员会等相关单位专家
参会。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到盐城市大
丰区东方绿洲现代农业园沿海滩涂盐碱
地示范片实地考察，对华中农业大学培
育的“华油杂62”及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培
育的“宁杂 811”等油菜品种示范田进行
了现场评价。专家组对试验点耐盐碱油
菜品种的耐盐碱效果给予了肯定，一致
认为：这两个油菜品种抗病抗倒性强，耐
盐碱强、耐低温，丰产性突出，适宜全程
机械化生产，建议大面积推广应用。

会上，来自华中农大、中国农业科学
院油料所等单位专家分别汇报课题进
展。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品种登
记处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建立耐盐碱品

种的行业标准，加强耐盐碱品种的筛选
示范和推广，坚持产业导向，推出能为生
产所用的新品种。

王汉中表示，该项目面向全国三大
主要盐碱区域课题设置的目标明确，成
绩突出，形势喜人。下一步，要加强协
调，在对盐碱地科学合理分类的基础上
建立相应的鉴定方法，建立合理的生态
区划，构建合理的耕作制度；要分别建立
完善的测试网络，为品种登记服务强化
资源技术的集成和耐盐碱新品种的培
育；推出有利用价值的新品种，把盐碱地
的油菜种起来。

傅廷栋表示，环渤海以及长江三角洲
是水稻和油菜轮作最具条件的区域，应加
大耐盐碱油菜品种重点推广，建议进一步
协调不同区域设立严谨的耐盐碱评价标
准体系，加快新品种登记速度。重点示范
区要做到动态监测，随时能监测到试验基
地盐碱的变化情况，要将栽培技术的研究
作为重点工作推动。

专家协同推进耐盐碱抗旱油菜新品种
研究

□□ 刘海波 吴小序

近日，在河北省承德市选将营乡二
道营村远帆种植专业合作社西红柿育苗
大棚内，一畦畦新育的西红柿苗长势喜
人。工人们正忙着分拣、装箱，一箱箱种
苗整装待发，准备运往种植户大棚进行
移栽。

近年来，选将营乡引导和鼓励农户
利用发展现代设施农业补贴政策，大力
发展硬果西红柿种植，目前全乡已经种
植硬果西红柿 6000 亩，打造了京北最大
的硬果西红柿供应基地。2023年全乡硬
果西红柿产量达到 8000 万斤，实现产值
过亿元。

眼下，正是西红柿种苗移栽的关键
时期，全乡6000亩硬果西红柿种植，大约
需要 1200 万株秧苗才能满足移栽需求。
由于近些年从山东和辽宁购买秧苗运距
远、成本高、种植集中性强、取苗费时费
力，一时难以满足供应，成为发展硬果西
红柿产业的“瓶颈”。

合作社负责人田晓义说，“我们合作

社在种植区域建成了‘育苗工厂’，去年总
体育苗能力达到400万株，但是还远远不
够农户的需求，今年推广了温室大棚升级
改造，现在单次育苗能力能达到100万株、
年育苗能力达到1000万株，保障了农户需
求，节约了种植成本。”

在西红柿种植户王新玉的大棚里，
她一边移栽西红柿苗一边说：“我栽的
苗，都是合作社育的，特别方便，随时移
栽随时去拉，你用多少去拉多少。这苗
很壮实、成活率高，结的果也好，去年收
货商特别喜欢这个品种，销量挺好的。”

发展一个当家产业，带动一方百姓
增收。“经过一任接着一任抓，目前全乡
硬果西红柿种植产业已经渐成气候，形
成了单品育苗能力1000万株的种苗繁育
区、40 亩品种选育区、6000 亩规模种植
区、7000平方米市场销售区的一乡一品、
多村一业的产业格局。”选将营乡党委书
记宋伟介绍，该乡的西红柿种植产业，实
现了育苗标准化、移栽规模化、销售一体
化，未来将带动更多农户走上农业生态
化、产业化、智能化的致富路子。

河北丰宁县
工厂化育苗化解西红柿移栽瓶颈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林雪

仲夏时节，走进北京的一家火锅店，
记者看到，一些顾客手里拿着剪刀，正将
透明食品盒子中的瓜子苗一刀一刀地剪
到热气腾腾的火锅中。新嫩翠绿的瓜子
苗在咕噜噜的火锅汤里上下翻涌，不一
会儿功夫，顾客便津津有味地品尝起来。

“每次来到这家火锅店，我都要点份
瓜子苗，瓜子苗爽脆清香，搭配着牛羊肉
吃，不仅解腻，还让人胃口大开。”火锅店
的顾客告诉记者，“多吃绿菜有利健康，
但是餐桌上新菜不多，我很喜欢瓜子苗，
只在电视节目《养生堂》看到过，没想到
现在在餐厅也能吃到，我很享受瓜子苗
爽脆清香的口感。”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涮火锅的芽苗
菜大多是豌豆苗，瓜子苗听说过，没见
过。如今，瓜子苗正成为火锅界继豌豆
苗后的“新宠”，这背后有什么密码？

记者带着疑问，在中国农业大学农
学院种子中心主任、种业行业重大专项
主要农作物高活力种子生产关键技术研
究项目首席科学家王建华的带领下，走
进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中农新星芽苗菜
垂直工厂一探究竟。

在垂直植物工厂里，五层的培养架
上摆满了纸箱子，箱子里是一排排用种
植盒装着的瓜子苗菜，每层架子顶端都
装上了LED光源。

“这些人工光源，采用的是以最适合
瓜子苗品质口感和生长特点研究的光配
方。”王建华告诉记者，团队精选口感好
的瓜子苗专用品种，研发制定符合微型
蔬菜生长特性的孵育盒，研发了拥有节
约 劳 动（reduce labor）、全 程 节 水（re⁃

duce water）和降低损耗（reduce losses）
的3R种植技术，最终形成了微型绿色蔬
菜工业化垂直生产整体种植方案。

芽苗菜是由芽菜和苗菜组成的一类
生鲜蔬菜，在中国有长期食用豆芽和豌
豆苗的传统。国际上已把此类苗菜称为
micro green vegetables（微 型 绿 色 蔬
菜）。传统苗菜种植，需要不断浇水冲
洗，查看绿苗生产情况，剔除坏苗，坏种
子，耗时费力。王建华说，“中农新星芽
苗菜垂直工厂将营养丰富的瓜子苗作为
研究对象，在提高种植效率、节约水资源
与劳动力方面进行创新，发明了非土基
质一体种植技术，1斤绿苗菜仅需要2斤
水，中途无需浇水施肥、全程只需观察温
湿度，开启和关闭灯光，播种后第 8天即
可收获。”

据记者了解，在瓜子苗的种植过程
中，团队研发的种植机每小时可以种200
到 300 盒菜，4 个工人一天可以种 4000
盒，1000平方米的培养工厂只需要 10人
就可以实现从种植到配送的全链条运
转。苗菜成品连盒销售，既降低采收成
本，又延长蔬菜保鲜期。

垂直植物工厂的生产方式，把农业
生产搬到城市里，缩短了种植到餐桌的
距离，满足了消费者对新鲜和营养健康
的需求。“在这 1000 平方米的微绿工厂
内，全年不间断供应，每年产出 200万盒
绿苗菜，年产值 2000万元。”中农新星总
经理雷亚莉说，未来，团队会将瓜子苗
等微绿菜垂直工厂拓展到上海、广州、
深圳等城市，发挥示范效应，建成以大
城市为核心，临近城市为辐射区域，构
建覆盖全国的城市微型绿色蔬菜供应
保障产业网络。

3R种植技术破解芽苗菜创业密码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蔡茂楷
见习记者 陈章群

“公司成功培育出‘两优 811’、‘君两优
丝苗’、‘N两优769’等多个抗病高产优质水
稻新品种。”在五夫镇科力兴种业公司展厅
里，公司负责人自信地向记者介绍，“依托中
国水稻研究所胡培松院士团队技术支持，公
司已在福建、江苏、云南等地建立繁育制种
基地1万多亩。”

锚定种业大市目标，近年来，有着“福建
粮仓”美誉的南平市，以种质资源保护利用、
种业创新攻关、培育科研主体等为重点，全
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取得了一系列喜人成
效。截至目前，全市挖掘收集农作物种质资
源品种 5023 份，实现杂交水稻制种超 18 万
亩，再生稻示范推广面积为福建第一。

普查种质资源
加强特色种源保护利用

南平市有 8 个省级商品粮基地县、6 个
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县，境内森林覆盖率达
78.89%，耕地和林地面积占全省约四分之

一，林木蓄积量占全省三分之一……作为福
建省重要生态屏障，南平被誉为地球同纬度
自然生态和生物多样性最好的地区之一。

为夯实种业振兴基础，结合第三次全国
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第一次全国水
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等行动，南平市积极开
展种质资源普查收集，创新性地开展闽北特
色种源抢救性收集工作，全市共挖掘收集茶
树、水稻等农作物种质资源品种 5023份、林
木1952份、水产71种。其中589份农作物种
质资源品种进入国家种质资源库。

查清种质资源“家底”，更要对特色种源
加以保护利用。结合全市重点产业、县域特
色产业，南平市持续推动打造闽北特色“1+
N”种质资源圃。“1”即在全市推动茶树种质
资源圃建设，已收集保护茶树品种370个，纳
入省级保护茶树种质资源圃28个。“N”即加
快推动邵武多花黄精、松溪百年蔗、建瓯泽
泻、武夷山闽北白鹅、顺昌闽北花猪、浦城薏
米等一批地方特色品种种质资源的保护和
利用。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种子质量
直接关系农民的收成。为强化种子市场安

全监管，南平市全面落实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分级审批制度，开展了打击侵犯品种权、
制售假劣种子行为专项行动及林木种苗执
法检查专项行动，结合种子市场“双随机”
检查，规范种子经营市场。2023 年，全市种
子生产经营企业网上备案 313家、品种 2071
单，抽检各类农作物种子样品合格率 98%
以上。

突出种业创新
强化良种示范推广

“这次提供给将乐林场 43个号码，官庄
林场39个号码，光泽华桥林场45个号码，用
于三个国有林场建设种子园。”清明节后，被
誉为“中国杉木育种摇篮”的福建省洋口国有
林场第一批 4 代杉木良种穗条正式对外推
广。洋口国有林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叶代全
说，每个号码都来之不易，都是经过前面三代
将近60年的遗传测定之后的最优材料。

突出创新攻关，打造良种繁育基地，不
断激活特色农业的“芯”动能。多年来，南
平市重点聚焦水稻、肉鸡等主导产业，突出
打造百合花、杉木、中药材（多花黄精）、百
年蔗等区域性特色种源基地，高标准推进
良种繁育。

2023年，“一村一品”“一村一公司”制种
基地模式交出喜人的成绩单：隆平高科等81
家企业推动培育杂交水稻制种达 18 万亩。
建成年产 1800万株种苗的邵武国家区域性
中药材良种繁育基地、全国现有规模最大的
光泽华桥杉木第三代种子园、年供种猪 4万
头的顺昌华天农牧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等
一批特色品种繁育基地。

着眼“卡脖子”技术难题，大力推进品
种选育创新。2023 年，南平全市申报鲜食
玉米、大豆复合种植新品种筛选及配套关
键技术研究等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12 项，通
过国家审定水稻品种 13 个、玉米品种 3
个。全年推广“圣泽 901”白羽肉鸡配套系
超 930万套。

为加强良种示范推广，南平市实施良种
示范推广工程，大力推进农作物高产、优质、

绿色新品种省级核心展示示范片建设。仅
2023 年，全市就建立各级新品种示范片 140
个、3.77万亩，展示新品种1262个（次），农作
物良种覆盖率达 98.5%以上，优质专用率达
87%以上。

强化服务支撑
夯实种业振兴人才基石

2022年以来，南平市将种业创新列为乡
村振兴“四大行动”之一，不断强化服务支
撑，激发育种主体创新动能。

真金白银强政策。将种业振兴纳入市
委一号文件和“三争”行动考评，重点突出杂
交水稻制种，设立市县两级种子储备专项资
金，每年统筹安排190万元保障全市16万亩
水稻制种。出台稳定发展粮食生产若干措
施，对通过国家审定的南平市本地粮食品种
和育种面积达到1万亩以上的乡镇给予5至
10万元不等的奖励。在浦城县，实行水稻制
种保险保费财政补贴高达80%。

科技共建育企业。持续加强种业龙头
企业服务保障，以科技为重点，加强与中国
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福建省农业科
学院等高端科研院校与圣农集团、永富公
司、晓富公司等种业公司合作，成功共建“圣
农研究院”、“永富种业创新研究院”、“福建
圆旺元种业产业研究院”等合作平台。聚焦
共性产业技术需求，推动共建中国水稻所水
稻种业科特派专家工作站、谢华安院士专家
团队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建成建瓯、浦城 2
个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展示基地和 4 个省级
种业公共服务平台，助力种业企业发展。

“才聚武夷”促发展。把种业人才纳入
“才聚武夷”行动计划，享受职称评定、就学
就医等人才优惠政策。同时，依托“发源于
南平市、起步于福建省、推广在全国”的科技
特派员制度，深化强化科技人才下乡助企帮
扶，围绕县乡村和企业的不同需求，发展“公
司+科研团队”模式。2023年推荐选任高校
科研院所育种专家等省级个人“科特派”28
名、省级种业创新团队“科特派”23个，选派
市县乡种业“科特派”团队665人。

吹响种业振兴集结号
——福建南平向种业大市迈进

□□ 贺辉 耿苏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明宝

现代化的智能温室大棚里，一株株番
茄苗郁郁葱葱，从开花到结出青涩的小
果，果实逐渐变黄、转红，最后长成一串串
色泽诱人、饱满丰盈的果实，累累垂挂在
枝头。

四季轮换中，大棚里孕育着无限的希
望……这样的场景，陕西金棚种业负责人
王建人及其育种团队已不记得看过多少
次，但每次却依然充满新鲜感和期待。

在陕西省杨凌示范区现代农业国际
合作园，由金棚种业主导的 60 栋育种设
施大棚承载着王建人和团队的无数心
血。在这里，一颗颗小番茄的品质被多次
改写，先后育成了国内最早的大面积商用
自研抗根结线虫品种、国内最早抗TY病
毒品种、国内第一家自研“双抗”品种等
10多个在国内外市场有影响力的番茄新
品种，推广面积 500 多万亩，农民增收超
50亿元。

如今，番茄育种已成为农科城杨凌的
一张“金名片”。这张名片里，蕴含了一项
项新技术、一个个新成果，正是这样一粒
粒番茄种子，让田野芳华无限。

创新——
做“种子猎人”，让番茄新

品种成市场宠儿

这几天，在金棚种业的番茄种植大
棚内，红、橙、黄、绿不同颜色的番茄长势
喜人。

“这款番茄口感丰富有层次。”在大棚
里，王建人摘下一颗番茄递给记者，“果实
小巧饱满，酸甜脆爽。”

“番茄好吃可口，有啥诀窍？”记者问。
“种子有保障，还愁果子不好吃？”王

建人说，一个优良的番茄品种，首先是农
民需要、市场需要、市民需要的。培育出
这样一个好番茄，不仅要让农民增收，而
且番茄本身的品质要高、口感要好。

这里的番茄不但颜色五彩斑斓，且形
状有圆形、椭圆形等，口味更是多滋多味，
起沙的、爆浆的，水果味、花香味，不同番
茄种质资源各具特点。

正在大棚进行育种记录试验的育种
团队成员王志梅紧盯每株番茄的生长习
性和杂交后不同番茄的性状。“我们在选

育口感番茄的新品种，争取在确保果实口
感的同时提升其抗病性。”

当下，酸甜适口、健康美味的水果
小番茄受到现代都市人，尤其是白领一
族的青睐。对此，王建人带领育种团队
从番茄的外形大小、颜色、酸甜度、爆浆
感、脆硬度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优
选品种。

今年年初，第三届樱桃番茄擂台大赛
在广东茂名举行。其中，“禧越 19-2”樱
桃番茄品种，在来自北京、辽宁、广西、山
东、陕西以及广东本地490个樱桃番茄品
种中脱颖而出，荣获金奖。

“禧越 19-2，是消费者喜爱的水果，
明年会陆续大面积推广种植。”说着，王建
人随手摘下 2 颗，掰开递给记者尝一尝，
口感酸甜，肉质沙软。

番茄育种的过程像一个万里挑一的
选拔赛。要从近万份基础材料中择优选
用，其繁琐程度超乎常人想象。据悉，“禧
越19-2”从材料分离到F1杂交组配、分子
设计育种，再到品种推广历时 5 年之久，
无限生长类型，果形呈短椭圆形，果色呈
粉红色，色泽靓丽，口感俱佳。

初心——
扎根一线，带领团队担当

番茄育种领路人

“不论春夏与秋冬，扎根泥土情独

钟。”——这是王建人及其育种团队的真
实写照。农家出身的他，自称有一份“从
基因里对土地和农业的热爱”。

王建人之所以走上番茄育种之路，还
要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次偶然机会
说起。1984 年，王建人参加了在杨凌举
办的物资交流会（俗称庙会），第一次接触
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育种专家。

“当时家里姊妹多，为了能增加收入，
把日子过好，从原来的番茄制种最后演变
成育种。”谈到西农育种专家给予的帮助，
王建人除了感激外，专家们的悉心指导让
他最为难忘。从此，王建人和番茄育种结
下了不解之缘。

从习性、特点到品质、产量，王建人带
领团队仔细观察记录每个育种材料的表
现。经过成千上万次对比筛选，团队成功
培育出第一代番茄品种“金棚一号”，一经
推出便在山东寿光蔬菜基地一炮打响。

“金棚一号”番茄品种植株大、结实
多、颜色艳、味道佳，先后荣获多项省市
科技进步奖。凭借惊人的市场表现，该
品种一度成为了中国番茄育种的标杆性
品种。

近年来，王建人及其育种团队特别注
重自主育种，育种设施大棚就有60栋，十
几人的研发团队、每年近千万元的投入，
培育的“金棚”系列番茄品种已在我国番
茄主产区广泛种植。

目前，公司育种团队培育并推广的耐

运耐储型番茄品种“金棚一号”系列、抗根
结 线 虫“M6”系 列 、抗 TY 病 毒“8 号 ”

“101”系列三代番茄新品种，对我国番茄
产业有重大的推动作用，远销欧盟、俄罗
斯等地。据不完全统计，累计种植面积超
过500万亩，为农民增加收入50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育出的番茄
新品种先后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
奖、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陕西省科技进
步二等奖、杨凌示范区经济发展贡献奖等
多项殊荣。

传承——
田野生芳华，新一轮育种

革命加速演进

对于种子企业来说，品种登记数量很
大程度上体现着公司的实力。

金棚种业成立至今，先后登记番茄品
种 40 余个，仅去年一年便登记番茄新品
种 10 余个，算是种业的一匹“黑马”。作
为集番茄育种、制种和新品种示范推广于
一体的高科技种业企业，该企业现已成
立了研发中心、种子生产加工储藏中心、
销售储备暨陕西特美达种业有限公司三
个业务主体。

该企业育种团队正在聚合种业发展
新质生产力，努力培育成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为促进我国
番茄种业健康发展，提升我国种子企业竞
争力做出积极的贡献。

该企业起家并非一帆风顺。谈起
公司的发展史以及自己的创业史，王建
人已经不再避讳什么。每一个企业的
成功都不是偶然的，都要经历一番曲折
的过程。

王建人从事农作物育种 40 余年，在
自己的影响下，他的几个孩子相继辞去
工作跟着自己从事番茄育种。不久的将
来，王建人的孩子们将从父亲手中接过
育种这根“接力棒”，躬耕于农业科研沃
野，潜心从事番茄新品种选育、引进和示
范推广。

接受采访时，王建人不时介绍着当下
选育的番茄新品种的特性和优势。在干
净整洁的现代化育种大棚里，在挂满累累
果实的番茄枝蔓下，新品种番茄让人垂涎
欲滴。王建人及其育种团队相信，更多的
优质番茄新品种将很快在农科城杨凌的
这片热土上出现。

打造农科城的一张“金名片”
——陕西杨凌番茄育种强“芯”记

西红柿育苗大棚内，菜农正将西红柿幼苗起苗装箱。 辛荣军 摄

王建人（左）介绍每个育种材料的性状表现。 资料图

南平市建阳区崇雒乡崇雒村水稻制种基地。 饶溶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