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河南省宁陵县刘楼乡王庄村新农人陈宁夏正在葫芦种植基地进行田间管
理。2022年，陈宁夏返乡在王庄村搭建12座温室大棚，开始种植文玩葫芦，目前发展
了墨西哥葫芦、七彩疙瘩葫芦、蚂蚁葫芦、草里金葫芦等50多个品种。他运用新思维
新模式，借助电商平台，迅速积累了近10万粉丝，让文玩葫芦通过网络打开了销售渠
道，通过“电商工作室+种植基地+加工作坊”的经营模式，带动当地乡村经济发展和群
众就业增收。 闫占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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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缪翼

如果你常食鲜食玉米，大概率就吃
到过“京科糯 2000”。自 2006 年通过国
家审定以来，“京科糯 2000”成为国内种
植范围最广、种植面积最大的鲜食玉米
品种，已累计超过 1亿亩，其种子和果穗
产品已出口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日，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
究所和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牵头组织
召开的 2024 京津冀鲜食玉米产业发展
大会暨第十届北京鲜食玉米节成功举
办，在通州种业园的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玉米研究所科研育种基地，对来自京津
冀及全国34家企事业单位的139个鲜食
玉米新品种进行了田间种植和品尝鉴
评。其中糯玉米品种 50个、甜加糯玉米
品种48个、甜玉米品种41个。

“这穗玉米上，有四分之一是甜粒、
四分之三是糯粒，一口吃下去又甜又
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
家赵久然一一细数他关注到的明星品
种——“京彩甜糯669”属于花甜糯品种，
籽粒呈玛瑙红，色泽艳丽；“京紫糯 519”
属于黑甜糯品种，富含花青素，口感细
腻，糯中带甜，含硒量也高；“京科糯681”
属于白糯品种，矮秆，叶片浓绿，苞叶紧
实，抗性好，口感甜而不腻，糯而不粘，绵
软适中……

“近年来，我们创新选育的鲜食玉米
品种不断线。”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副院长
张峻峰介绍，继“京科糯2000”之后，甜加

糯高叶酸新型鲜食品种“农科糯 336”目
前占北京鲜食玉米面积的 70%左右，并
被农业农村部遴选为“中国农业农村十
项重大新产品”，2023、2024 年连续入选
全国玉米主导品种。同时，经大会专家
组田间评价及品鉴，共评选出 30个优秀
展示品种，其中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
研究所创新选育的“京紫糯 219”“飞花”

“京科甜 703”“京科糯 768”“京彩甜糯
669”等9个品种入选。

“京津冀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暨
北京鲜食玉米节的连续举办，为鲜食玉
米产业提供了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促进了科研育种技术的创新和进步，推
动产业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益的方向发
展。通过展示优质品种和先进种植技
术，提高了玉米的产量和品质，增加了农
民的收入，为乡村产业振兴、农村经济发
展注入了强大动力。”赵久然说。

“近年来，在科研单位、企业、种植主
体等多方努力下，鲜食玉米产业链不断
完善，让市民吃上了高品质的鲜食玉
米。”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王俊
英介绍，在栽培方面，研发集成了错期播
种、科学水肥、绿色防控、适期采收和产
后保鲜等 5 大核心技术，实现了北京本
地鲜穗6月至10月的持续供应。在产销
方面，市区联合建立了 50个优质产销一
体示范基地，推动形成了互联网电商、社
群团购、社区电商等快速便捷的新型销
售模式，园区早上采摘的新鲜玉米晚上
就可以摆上市民餐桌。

鲜食玉米实现接续创新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邓俐

骄阳似火，位于重庆市荣昌区荣隆
镇的市级玉米制种基地里，金灿灿的玉
米迎来集中“大考”。来自川渝两地科研
院所的育种专家及隆平高科、山东登海
先锋种业等企业代表齐聚田间，对“高产
攻关展示”“新品种展示示范”两项任务
中的 9 个优势玉米品种进行田间测产、
86个玉米新品种进行综合鉴评。

在高产攻关展示区，田间测产结果
显示，“先玉1171”亩产678.9公斤，“荣玉
丰赞”“成单 716”“渝单 59”“渝豪单 808”

“吉玉 518”实测亩产均超过 600公斤，远
远高于当前同一生态区玉米大田生产
412公斤的亩产水平。

在新品种展示示范区域，专家们根
据各品种的植株长势、抗病性、抗倒性和
丰产性等，对2022年及2023年重庆市新
审定、西南中低国审、重庆市引种备案，
重庆市玉米主导品种、重庆市玉米推广
面积前 20 名的 86 个玉米新品种进行了
全方位鉴评，“渝单 59”“渝单 99”和“科

大211”等10余个品种获得综合好评。
最终，“渝单 59”“渝单 99”“科大

211”“先玉 1171”“荣玉丰赞”“成单 716”
等13个品种获得推介。

“此次田间测产和综合鉴评，评选出
了最适合重庆丘陵地区种植的优良玉米
品种。”重庆市农业农村委骆凤玲总农艺
师告诉记者，2024 年重庆市玉米品种展
示示范项目是市农业农村委设立的“重
大品种研发与推广后补助项目”，旨在以
项目为抓手，推动育种联合攻关，扶优做
强种业企业，全面提升种业科技创新能
力、市场竞争能力，加快培育和推广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和突破性品种，进而促进
农业增产增效、农民持续增收。

专家们一致认为，本次重庆市玉米
品种展示示范项目方案科学严谨、执行
有力，试验地选址合理，种植管理规范，
充分展现了项目的高标准与高效能。通
过此次活动，不仅成功评选出了适合本
区域种植的高产及优势玉米品种，更为
带动周边种植、后续农业技术的推广与
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高产攻关迎“大考”优势种脱颖而出

□□ 王一凡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浩

夏日炎炎，扬州大学农学院育种楼内也
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连日来，扬州
大学农学院教授许如根带着课题组的学生
们，完成了数千份啤酒大麦材料的考种，向
高产优质啤酒大麦新品种的选育发起了新
一轮“进攻”。

育好种，产好麦。34 年来，许如根带领
团队耕耘在大麦种质资源的创新与新品种
的选育领域，培育出“扬农啤 14”“扬农啤 2
号”等优质啤酒大麦品种，致力于为啤酒产
业发展提供优质种。

专注选育啤麦“芯”

“亩产 767.5 公斤！这是我省啤酒大麦
高产新纪录！”今年夏收，在江苏省盐城市射
阳县淮海农场的“扬农啤 14”高产攻关田现
场，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王龙俊
宣布测产结果。喜讯传来，许如根的脸上露
出笑容。

“扬农啤14”不仅产量可观，而且在品质
测试中表现优异，抗性卓越、品质上乘，堪称
种子届的“优等生”。“有了这样的好种子，让
我们种麦更有劲了。”参加淮海农场现场观
摩的种植大户周爱根高兴地说。

大麦作为啤酒麦芽的主要原料，在我国
需求量巨大。然而，我国啤酒大麦原料大部
分依赖进口，如何才能助力国产啤酒大麦发

展？许如根表示，唯有不断从农业“芯片”的
技术攻关上做文章。

良种选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最
初的亲本选配到后续的迭代培育、多点试
验、室内分析，再到产业化示范，团队经历了
十余载的大浪淘沙，深耕大麦种质资源创新
与新品种选育领域，先后育成优质高产多抗
啤酒大麦品种 10 余个。“扬农啤 2 号”“扬农
啤 7 号”“扬农啤 8 号”“扬农啤 14”……一张
张亮眼的新品种审（鉴）定证书，是许如根团
队在啤酒大麦育种上结出的硕果。

许如根向记者介绍，其中“扬农啤 7号”
啤酒大麦及麦芽品质指标均达到国标优级，
已酿造出优质百威啤酒，被百威英博啤酒有
限公司指定为江苏优质啤酒大麦原料的订
单生产品种，该品种高抗大麦黄花叶病、抗
白粉病、抗倒伏、抗寒，是江苏正在主推的啤
酒大麦品种，占江苏啤酒大麦种植面积的
70%以上。

“良种+良法”底气足

良种配良法，一粒重千钧。
“只有实现良种与良法配套融合，才能

使啤酒大麦实现产量和质量‘齐飞’。”许如
根表示，多年来，团队集成了啤酒大麦产量
与质量协同提升技术，采用精量播种、精确
施肥、精准化控等标准化种植技术进行田间
管理，既提高了产量，又保证了质量，满足了
麦芽与啤酒加工的高标准需求。

“项目应用了合理增密、精准水肥管理

与化控等一系列技术，形成全程机械化绿色
高效轻简的生产技术示范。”在团队开展实
施的“扬农啤14”高产攻关项目验收现场，江
苏现代农业（特粮特经）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专家、江苏省粮食作物现代产业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成员陆大雷教授对该模式给予了高
度肯定。

近年来，在“良种+良法”生产模式的助
力下，在华润雪花啤酒有限公司、江苏省农
业农村厅及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的支
持下，“扬农啤7号”“扬农啤14”等多个品种
在江苏省多个地区的示范种植面积不断扩
大，产量和品质均实现了明显提升，为农户
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进一步扩大
了江苏现代农业的推广示范效应。

“目前，我们建立了多个啤酒大麦原料
生产示范基地，总示范面积超 1.5 万亩。”许
如根说，在多方努力协作下，优质啤酒大麦
绿色高效技术已辐射推广 10 万亩，且示范
区及辐射区啤酒大麦的商品率达到 95%以
上，啤酒大麦原料的优质率达到 95%以上，
为我国啤酒麦芽工业原料的稳定供应提供
了保障。

产学研融合促发展

成果真正落地，产业方能振兴。国家
大麦青稞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郭刚刚介
绍，自 2008 年国家大麦青稞产业技术体系
成立以后，自主育种基本上能全面替代进
口，但瓶颈在于好的品种没有转化成优质

的啤酒原料。
针对行业中的难题，许如根教授团队主

动“揭榜挂帅”，通过携手国内多家啤酒大麦
相关企业及科研机构，让科技成果从实验室
走向生产线，有效推动了创新链、产业链、人
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一直以来，我们以项目为纽带，政产学
研用协同创新，采用‘订单式’合作模式，精
准对接企业需求，采用现代育种技术，加速
选育优质高产新品种，借助全链条式生产销
售模式，加大示范种植面积，将研发端到需
求端的整个链条串联起来，助力大麦产业高
质量发展。”许如根介绍，目前团队选育的多
个扬农啤系列品种都成为各大企业的宠儿。

为更好地实现啤酒大麦全产业链协同，
近年来，在江苏省啤酒大麦行业协会的牵头
组织下，团队创制了啤酒大麦“育、繁、推、
产、销、加”一体化的协同推广模式，进一步
拓宽了啤酒大麦产研协作范围。

“我们与扬州大学在啤麦品种选育等方
面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以‘扬农啤 7号’
等优质主推品种为基础，实行啤酒大麦原料
的优质优价收购，在扩大产能和提升市场占
有率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突破。”江苏省农垦
麦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范超表示。

“未来我们将坚持科研创新，深耕优质
高产啤酒大麦品种选育‘责任田’，扩大产学
研合作‘朋友圈’，组建啤酒大麦产量和质量
推广联盟，推动国产啤麦振兴走向新的阶
段。”许如根说。

育出啤酒大麦好种子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祖祎祎 文/图

当前，正值我国南方水稻“双抢”关
键时期。在福建建宁县枫元村高标准双
季稻制种示范基地里，耕、种、防、收等不
同制种机械正在繁忙作业，一望无际的
制种田上一片农忙景象。

一直以来，杂交水稻制种技术环
节多、管理精细，技术要求、成本投入
高，不同于普通水稻栽培，机械化作业
难度大。实现杂交水稻制种产业提质
增效，还需补齐短板，推动全程机械化
发展。

近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全国农技中心”）在福建建宁
举办 2024 年水稻全程机械化制种现场
观摩及技术培训班，来自全国各地种业
管理部门、水稻制种大县、种子企业有关
工作负责人赶赴田间地头，观摩学习水
稻机械化制种关键技术，交流基地建设
经验，探讨产业发展趋势。

劳力密集管理精细 全程
机械化面临难题

种子基地是良种生产的“大本营”，
是 我 国 农 业 用 种 安 全 供 应 的 基 础 保
障。全国农技中心首席专家王玉玺认
为，推动粮食产量再上新台阶，必须向
优良品种要潜力，把单产潜力最大程度
地释放出来。目前来看，国家供种安
全、地方经济发展、企业成本控制、农户
制种收益等一体化发展还未破题。高
产稳产、高活力种子制繁体系还需提
升，玉米、杂交水稻制种全程机械化技
术瓶颈仍未攻克。

杂交水稻全程机械化制种包括从
稻田耕整平整、播种移栽、施肥、植保施
药、辅助授粉、收割到种子干燥等各个
环节。

“杂交水稻制种母本不育系、父本
恢复系两个不同水稻品系按一定行比
相间种植的共生栽培，母本和父本不
能同时播种移栽，但要同时抽穗开花
花期相遇。母本接受父本花粉结实，
母本和父本必须分开收割，母本所结
实的为杂交种子，容易发生劣变，需要
及时收割、快速干燥。”培训班上，湖南
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隆
平 种 业 有 限 公 司 总 农 艺 师 刘 爱 民 表
示，40 多年来劳力密集型制种技术确
保了我国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保
障了杂交种子的安全有效供应。随着
我国农业劳力的日益紧张和高成本，
劳力密集型制种技术已不适应中国农
业和现代种业的发展。

据了解，近年来，杂交水稻制种用
工成本越来越高，从 2008 年的 30 元/
天，已逐步增长至 2021 年的 200 至 300
元/天，且田间种植管理日益粗放，制
种产量和质量没有保障，因此发展杂
交水稻全程机械化制种技术，推动制
种全程机械化应用，是产业发展的必

然趋势。
“应用杂交水稻机械化制种技术

需要具备四个基础，包括适宜的农机
具、宜机化的基地和田块、既懂农机又
懂制种技术的农机手和高质量亲本种
子。”刘爱民介绍，从目前中国制种机
械化的现状来看，耕整、母本收割等部
分环节已实现机械化作业，但父本和
母本播种插秧、施肥、植保施药和喷施

“920”（生长调节剂）、辅助授粉、父本
收割、种子干燥等环节仍面临机械化
难题。

从耕到收全程机械化展
示 补齐技术薄弱环节

示范田间的道路一侧，母本机械直
播、母本高速机插、父母本同步插秧等机
械正在不同田块展示作业，远处的早制
田已开镰收割，收割机在田野间纵横驰
骋，一派丰收景象。道路的另一侧，无人
机正按设置好的路线在田埂上方来回盘
旋，施肥打药。

示范田间，建宁县农机推广中心
徐明庚边走边介绍着不同机械化播种
插秧的作业模式。“父母本同步机插模
式从 2021 年开始示范推广，目前示范
面积已成规模，主要适用于叶龄差距
在两叶之内的父母本插秧作业，采用
这种模式，制种也可以像大田水稻一
样简便。根据栽种不同行间距和母本
父本秧龄的差异，不同机械化播种插
秧机械可满足不同品种的制种生产作
业需求。”

在建宁县溪口镇勤建农机专业合
作社厂房内，立体循环式育秧苗床缓
缓转动，放置在育秧托架上的育秧盘
在机器每层的传动链带动下，依次循
环到机架顶上接受阳光照射，而转载
机器下层的组合喷头，定期定量喷水
施 肥 ，提 供 秧 苗 生 长 所 需 的 水 分 养
料，大大节省了育秧用地，也减少了

劳动力投入；印刷粘种机将种子均匀
地粘附在纸带上，再铺放到装有基质
的育秧盘中育秧，这样的技术用种量
少 ，播 种 较 稀 匀 ，秧 苗 素 质 较 好 ……
从 整 地 到 插 秧 移 栽 、无 人 机 施 肥 打
药，再到机械收获、种子烘干等全程
机械化作业展示，引得参会人员纷纷
驻足观摩。

徐明庚介绍，近年来，在种、烘机械
化薄弱环节，结合种子生产的农艺要求，
建宁县研发出制种生产专用机具进行试
验示范推广，补齐了母本机插、种子烘干
等制种机械化生产薄弱环节。

目前，建宁县有各类拖拉机、旋耕
机、微耕机等耕整地机械 18390 台套。
插秧机 522 台、植保机械 8685 台、联合
收制机 385 台、种子精选机 360 台、种子
光选机 6 台、各类烘干机械 208 台，改造
密集式烤烟房 3100 多座。“这些机具拥
有量除了能满足本县杂交水稻制种各
个生产环节自用外，还能利用农时季节
差到邻近的省、市、县进行跨区作业，提
高机具利用率，增加机手收入。”徐明庚
介绍。

县企共建合作共赢 制种
全程机械化率全面提升

种业振兴行动实施以来，各地各部
门认真落实种业振兴基地提升行动部
署，紧盯目标任务，突出县企共建，推进
产业升级，基地建设取得良好成效。王
玉玺介绍，制种大县奖励资金从每年的
10 亿元，增加到了 20 亿元，全面提升了
基地生产条件、基础设施装备水平，玉
米、水稻制种全程机械化率提高了 20 个
百分点。

在推进杂交水稻制种机械化建设方
面，全国优势基地因地制宜，立足各地资
源禀赋和自身需求，积累了不少经验做
法。“要实现全程机械化生产，前提是要
实现基地的规模化，要有连片的土地，且

土地平整、基础设施配套。”江苏金色农
业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业务负责人王宣山
指出，近年来，公司在杂交水稻制种大县
奖励资金政策的扶持下，公司杂交水稻
制种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2023 年度公
司制种面积 3.27 万亩，占全区制种面积
的 44%。

王宣山认为，大丰区杂交水稻全程
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四个方
面，一是完善的产业布局和基地管理水
平，同时加大了政策扶持力度。二是建
设稳定基地。目前全区已建成连片万
亩规模基地 10 个，千亩以上基地 30 多
个。三是联合高等院校、先正达、隆平
种业等种业企业共同开展技术集成创
新攻关，同时每年组织辖区内主体开展
观摩培训交流等活动，强化技术集成与
推广应用。四是根据制种大县奖励资
金项目要求，结合当地实际，以稳定制
种面积和供种数量为根本，加强县企合
作共建，实现基地做优与企业做强同步
发展。

在湖南攸县，自 2018 年开展杂交水
稻制种全程机械化推广以来，通过实施
杂交水稻制种父母本印刷播种育秧、无
人机病虫草害综合防控、无人机喷施

“920”等全程机械化操作，制种成本明显
降低，效益明显增加。

攸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不断提高机耕、育秧、机插等各个环
节的全程机械化水平，实现全县整体机
耕机收应用率达 100%、机插应用率达
60%以上、无人机应用率达 84%以上、杂
交水稻制种全程机械化率达 86%。先后
建设核心种业智能制造中心、采购种子
光选机、组建水稻烘干收储服务中心，全
县机械烘干和烤房烘干种子应用率达
86%以上。同时，着力推进机械设备升
级，大力改善制种主体规模化生产过程
中的机插、机防、烘干、收储等方面的硬
件设施条件，提高了规模化制种生产配
套服务能力。

推动杂交水稻制种机械化发展，建
宁县一直走在前列。县农业机械推广中
心有关负责人介绍，为解决父母本花期
错期、父母本分开种植造成的无适插机
型等问题，2013 年当地制种企业研发出
制种母本专用的独轮乘坐式插秧机，解
决了制种母本无机可用的难题。2019年
为了进一步提高机械插秧效率，农机部
门与农机生产企业协作配合，研发出母
本专用高速插秧机，与之前相比，效率提
高了一倍以上，解决了农忙时节规模化
种植机插时效性问题。

目前，建宁县共推广母本插秧机 476
台，与传统的手插相比，母本机插节本增
效约 150 元/亩，推广母本机插面积 15 万
亩，共节本增效 2250 万元。而母本机插
技术的推广有力地促进了制种面积的向
外扩张，据统计该县农户外出承包耕地
制种面积每年 20 万亩以上，通过辐射带
动效应，推进了杂交水稻制种产业的进
一步发展。

参会人员现场观摩印刷粘种机操作演示。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晋斌

日前，山西农业大学高粱研究所与
山西粮满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协
议，该研究所分子育种研究室选育的“汾
粱 30”，以 200万元的价格转给种业公司
经营。山西粮满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坦言，该品种对农民来讲是增产增
收的好品种，对酿造企业来讲可提质增
效，对此品种的推广前景十分看好。

实施种业强省战略以来，山西立足
“小杂粮王国”的种质资源禀赋优势，加大
了对杂粮、生猪等特优农业育种的扶持力
度。2019年，山西农业大学高粱研究所分
子育种研究室选育出了多抗、高产、优质
的酿酒专用高粱新品种，经过2020、2021
两年时间在该省高粱主要种植区域汾阳、
晋中、山阴等多点试验，新品种表现出广
泛的适应性和优良的丰产性。

2021年山西汾酒集团原粮公司在平
遥县宁固镇宁固村示范种植 60亩，实收
测产平均亩产693公斤。2022年，汾酒原

粮公司和汾酒技术中心联合酿造试验表
明，该品种籽粒含淀粉74.26%，属典型的
高淀粉粳高粱品种，所产原酒具有典型的
清香型白酒风格特点，酒质能达到新产汾
酒一级以上的质量要求，出酒率达43.4%，
属于高出酒率酿酒高粱品种。由此，汾酒
集团将其命名为“汾酒高粱30”。

2023 年，该品种通过农业农村部登
记，正式定名为“汾粱 30”。目前，“汾粱
30”已在山西晋中、汾阳、长治、清徐，辽
宁、甘肃、陕西累计推广5万余亩，并成为
山西旱作高粱产业集群优先推广品种。

据山西农业大学高粱研究所分子育
种研究室负责人平俊爱研究员介绍，“汾
粱30”商品性好，红壳红粒，着壳率低，千
粒重和容重均比对照品种“晋杂 22 号”
高，更能满足酿酒企业对原粮的要求，可
大大降低农民卖粮难的风险；该品种产
量高、稳产性好，为粮农的增收可提供品
种硬支撑；此外，该品种耐瘠性强，抗病
性强。创出了国内高粱育种的新高度，
成为山西杂粮育种又一新突破。

“汾粱30”：创出山西杂粮育种新高度

如何推动杂交水稻制种机械化，破解产业发展难题？

补短板 促全程 强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