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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行记者探行种业资讯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祖祎祎

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
厅主办的第二十一届广西“看禾选种”
大会在南宁市兴宁区五塘镇国家农作
物品种展示评价基地开幕。大会共展
示 101家种业企业和科研单位选送的水
稻、玉米、大豆品种共计 747 个，开幕当
天吸引了全国各省（市、区）种子企业、
科研单位、种子经销商代表 1000余人次
到会参观。

据悉，大会展示时间将持续至 11月
3 日，会场设置新审定品种区、苗头品种
测试区、广西水稻品种生产试验区、国
家华南晚籼组生产试验区、大豆玉米带
状种植展示区等多个展示区，田间展示
现场采用水旱轮作、合理密植、水稻抛
秧轻简化栽培、诱虫绿色防控技术等高
产栽培技术，并专门设立水稻增密增穗
试验及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展示，通
过搭建良种良法综合展示平台，促进新
品种、新技术集成示范推广。

会上，专家对田间展示品种的丰产
性、抗病性以及植株形态等进行综合评

价，评选出大会重点推介水稻、玉米品
种 70 个。大会还专门设立广西好稻米
展示评选区，通过公开征集一批优质稻
品种，统一栽培、统一管理、统一鉴评，
评选一批“广西好稻米”品种，助推广西
优质稻产业发展。

据介绍，广西“看禾选种”大会已
连续举办 21 届，每年参展参会单位超
300 家，规模聚集效应凸显。目前累计
种植展示品种 18689 个次，评选推介优
良品种 1000 余个。其中，“野香优”“又
香优”“桂单”等一大批优新品种通过
活动展示示范迅速获得市场青睐，“野
香优”“桂育”“更香优”等系列优质稻
品种在全国优质稻食味品鉴评比中屡
获金奖。

近年来，活动通过公开征集水稻、
玉米新优品种集中种植“打擂台”形式，
建立“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受益、
产业发展”的农作物新品种展示推广平
台，有效加快了本区农作物新优品种推
广应用和更新换代步伐，为推动全国优
质稻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广西举办第二十一届“看禾选种”大会

□□ 刘洁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常力强

日前，记者从葡萄新品种品鉴及葡
萄病虫害防控技术学术交流会上获悉，
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经过多年培育
发展，共选育出鲜食、酿酒、制干、制汁、
砧木等新品种和新优系共 93个。

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是现代农
业技术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
解决我国葡萄产业发展中的科学技术
问题为中心目标，组织国内从事葡萄
产业科技研究与推广的重要科研、教
学及生产单位相关专家开展科技研发
和成果转化，为保障我国葡萄产业稳
定、健康、可持续良性发展提供有力科
技支撑。

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已选育出
93 个新品种和新优系，其中有瑞都系
列早熟、耐储运、香味葡萄品种 10 个，

“蜜光”“宝光”“峰光”等光系列大粒抗
病品种 5 个，“早黑宝”“无核翠宝”“晶
红宝”“晚红宝”等宝系列脆肉无核品
种 12 个。具体来看，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林业果树研究所选育出的“瑞都香
玉”葡萄品种具有早熟、肉质脆硬、香
味浓郁的特征，非常适合设施栽培。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培育出
的“脆红宝”葡萄品种具有全穗果粒成
熟一致、果粒整齐、果肉致密、抗病性
强、适应性强等特征。河北省农林科
学院昌黎果树研究所培育的“蜜光”葡
萄品种入选农业农村部 2024 年农业主
导品种，具有香甜脆、早熟、可一年两
熟的特点，有利于葡萄品种结构调整，
延长葡萄供货期，让种植者能获得更
好的经济效益。下一步，体系将对这
些新品种、新优系和病虫草害防控新
技术进行有效示范推广，同时加强新
品种配套栽培技术研究。

经过 10多年研发和积累，国家葡萄
产业技术体系制定 8项葡萄种质资源鉴
定技术及优异种质资源评价农业行业
标准，保存葡萄种质资源 2000 余份，建
立了种质资源表型和基因型数据库，评
价筛选优异葡萄资源 300 余份，确定了
一批优质骨干育种亲本，为葡萄种质资
源的高效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
选育出93个新品种和新优系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杰 文/图

10 月 28 日，第六届国际十字花科蔬
菜产业大会在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捷如
美农业园区举办。为期 3 天的会议，以

“聚焦种‘芯’、赋能产业、走向国际”为主
题，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 余名蔬菜专家学
者、企业代表们一起，共谋十字花科蔬菜
产业发展，集中展示了十字花科最新科
研成果的 1800 个蔬菜优新品种。

在园区的会议现场，有脆爽可口的
水果萝卜、鲜嫩多汁的白菜、长势喜人的
花椰菜等，成方连片的十字花科蔬菜生
长良好。据了解，十字花科蔬菜包含甘
蓝、西蓝花、青梗菜、苤蓝、快菜等蔬菜，
约占全国蔬菜面积的 30％以上。

会议活动以十字花科蔬菜国际化为
出发点，以产业化为落脚点，以专业化贯
穿，推动当地蔬菜产业协同跨越式升级
发展。蔬菜专家们将围绕育种、种植、市
场、流通、农机、健康等全产业链热点话
题，进行专业报告，认真研讨十字花科产

业化融合发展。同时，在展示基地设特
展区和农机展示区，全链条展示蔬菜种
子、包装机械、加工产品、农业机械和农
业机械现场演示等现代农业发展成果。

邢 台 任 泽 区 是 华 北 重 要 蔬 菜 种 植
区，蔬菜种植面积 7.5 万亩，年产蔬菜 32
万吨，产值约达 6.5 亿元。作为当地现代
农业企业代表的捷如美农业企业，近年
来始终坚持以专业化、国际化、产业化的
战略布局，以国内市场为基础，带动国
内、国外两个市场的共同开发和相互促
进，自主研发 100 余个十字花科蔬菜品种
全部实现了产业化，萝卜、甘蓝、花椰菜、
樱桃萝卜、芥蓝、苤蓝等蔬菜品种，除了
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还出口到越南、印
度、巴基斯坦、巴西、土耳其、南非等全球
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任泽区紧紧围绕建设“业态
丰富、绿色高效”农业强区的目标，坚持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强与省内外科研
机构、高校合作，积极引进先进的种植技
术和优良品种，不断提高农业产业的科

技含量和核心竞争力。特别是依托资源
优势，当地十字花科蔬菜产业发展势头
强劲，荣获了“最具农业投资价值县”“环

京 津 设 施 蔬 菜 优 势 特 色 产 业 集 群 项 目
县”“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等国字
头荣誉称号。

河北邢台举办国际十字花科蔬菜产业会议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传君

进入秋收季，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
的高粱种植基地陆续进入收割期，红彤
彤的高粱穗子，唰唰唰地卷入收割机的
刀镰，饱满而充满糯香的高粱籽经脱粒
后装进一只只编织袋，被卡车拉到烘干
房。“目前来看，今年高粱丰收是肯定的
了。”种植大户杜书宇满脸笑容。

南充市嘉陵区借撂荒地整治、低
效林果产业腾退及国家粮食安全政策
之机，引导和鼓励农民种植高粱，全区
种植面积达到 6 万余亩，总产量达到
1.92 万吨，总产值超过 1 亿元，建千亩
高产示范片 1 个。今年与市农科院协
作培育酿酒高粱新品种，经田间试验
表现良好。

通过积极引进新品种、推广科学轮
作模式，以及强化培训增单产、强化管
护提品质等措施，不少高粱种植户在农
业科技部门的指导下，加上自己不断摸
索总结，现大多数已熟练掌握了高粱种
植的全套技术和操作规程，均获得了比
种植其他粮食作物更高的收益。

带头种高粱尝甜头

龙蟠镇牛头寺村党支部副书记任
兵，以前种植蔬菜，2021 年后改种粮油
作物。因为这一年，龙蟠镇经区级规
划，成为大力发展高粱的乡镇，加之村
上有一片 310 亩的柑橘园，因业主管理
不善，拖欠村民土地流转费许久。村里
决定腾退出来种高粱，任兵就带头承接
了下来。

第一年没经验没技术，任兵只种了
200 多亩，产量虽然不高，每亩只有 200
多斤，但价格还可以，每斤达 2.8 元，这
使他有了坚持下去的信心。第二年，任
兵种了 500 余亩，有区农业农村局专家
指导，产量提高到 600 斤，每斤卖到 2.4
元，一下子激发了他的积极性。

2023 年，任兵把产量提高到每亩
670 余斤，今年更是达到 700 余斤。通
过两季轮作，小春种小麦、油菜，大春种
高粱，一年亩产值能达到 2500 元左右，
这对种粮食来说，已经是比较理想的数
据了。“除去所有成本 1500 元左右，纯
利润能达 1000 元。”任兵满意地说。

任兵说，之所以能连年提高产量，
首先在品种选择。第一年他种的“川糯

粱 1 号”，产量虽然不低，但株高达 2 米，
且易倒伏，不宜机收，故而淘汰；第二年
种的“酒香糯 11 号”，虽然亩产可达 800
斤，但属于大颗粒，不好卖，也淘汰；此
后便种植“金糯粱 1 号”“金糯粱 9 号”。

“今年种的‘金糯粱 9 号’，株高只
有 1.4 米，抗倒伏宜机收，如果精细化管
理亩产可达 900 斤。”任兵说，通过 3 年
种植实践，他现在脑子里已经储满了来
自省市区农科部门专家传授的高粱经，
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防虫，他完全
可以自主进行了精细化管理。

接着，任兵便念叨起来：“耕地时杀
地老虎，出苗后杀虻蝇、钻心虫；到三叶
至五叶时除草、防蚜虫，施加叶面肥和
植物生长调节剂；抽穗扬花时杀螟虫，
再施加叶面肥让籽粒更饱满，药物选择
和用药标准全遵循农科部门专家的建
议。做到了这些，丰产是必然的。”

好品种卖上好价钱

郑光明在部队待了 23 年，2013 年
选择自主择业回到南充，从事市政施
工积攒了一些资本，2020 年起从事农
业。他与另几个战友共同成立了南充
市鑫焱农业专业合作社，并与嘉陵区
供销合作社、金宝镇槐树坝村联合成
立了集散惠农供销合作社，从事农业
社会化服务。

2021 年，郑光明和他的战友接手了
槐树坝村 1500 余亩的地块，该地块原是

流转给一个肉牛养殖户种植牧草的，因
效益不佳荒废数年，经村上清退后决定
改种粮食。“我们接手后经过开荒，小春
种油菜和小麦，大春种高粱和水稻。今
年这 1500 亩全种了高粱。”

第一年种高粱，郑光明完全是个
新手，种子是在市场上盲目购买的，啥
技术也不懂，结果收成很不好，平均
亩产只有 300 斤左右，除去成本亏了很
多。第二年，因选种还是没考虑，尽管
有区农业农村局专家指导，亩产也提
高到 450 斤，但还是没卖到好价钱，同
样亏了。

第三年，郑光明听从区农业农村
局的意见，选择了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提供的“金糯粱 9 号”，并在耕地、播
种、施肥、植保、田间管理等重要环节，
及时邀请省内外高粱方面的专家来田
间指导，到了收获季节，经过测产，最
高亩产竟达到了 800 斤！这一下子便
点醒了郑光明。

“看来种地并不简单，没有好品种
种，就不会获得好产量。”郑光明说，今年
尽管仍然有不少种业专家亲临指导，但
他心里清楚，如果没有专家育种支持，他
自己还找不到增产的窍门。专家还带来
了技术指导，高粱连作 3 年必须轮作或
休耕，否则土壤易板结且多病虫害。

根据今年的收获情况来看，平均亩
产 700 斤，共计收获 525 吨，以每吨 4000
元保守价计算，产值达到 210 万元。“我

不担心价格，如果价格高我们就卖，价
格低我们就自己留着酿酒。”郑光明说，
他们自建有白酒作坊，已窖存白酒原酒
10 余吨，最长已窖存 3 年。

示范推广让更多人受益

杜书宇今年所种的 800 亩高粱获得
大丰收。要知道，这块地原本是一块建
筑垃圾堆砌场，总面积 1100 余亩，2021
年区政府要求复耕，于是，从该年 11 月
起，从另一建筑工地拉来土层填埋，年底
便宣布达到了耕作要求。2022年利用其
中 800 亩招引业主种高粱、玉米和小麦，
谁知第一个业主因效益不好而退出。

“我进场后，再次对地块进行整理，
修通了道路和水渠，用机械将土中石块
进行了清理，卡车就拉了七八十车石块
走，然后又用富含保微菌剂的复合肥进
行土壤改良，并从石家庄引进优良品种

‘冀粱 2 号’，再从管理上每个流程按标
准化操作，一下就成功了。”杜书宇说。

杜书宇以前从事教育培训行业，规
范化管理和标准化流程对他的事业有
很大帮助。国家实行“双减”政策后，杜
书宇转行种地。谁知原本两个风马牛
不相及的行业，却也能在他聪明巧用之
下经验互通。

杜书宇最早种高粱是在龙蟠镇，至
今已 3 年。他说他养成了写种植日记
的习惯，从耕地、播种到后面每一个环
节，他不仅要按照专家指导的步骤去
做，还要结合自己的地实地仔细观察，
什么土壤什么天气采用什么办法取得
了什么效果，都形成文字性材料，以备
后用。

除了自己种，杜书宇还带动其他农
民种，他把自己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那
一套可落地的东西，再转化成农民能听
得懂的东西，通过培训班传授给其他
人。“安平镇的杜伟，以前种高粱亩产总
是突破不了 300 斤，去年听了我的课，
今年亩产可达 500 斤。”杜书宇说。

如今，杜书宇不仅跟河北省国投集
团签订合作协议，而且通过技术全程
服务的方式，带动本地高粱种植基地
1 万亩，并带动四川眉山高粱种植基地
5000 亩，并与这 1.5 万亩基地签订订单
收购协议。眉山市仁寿县宝飞镇党委
书记还带领 20 余户种植户来他的基地
学习。

品种更新 土能生金□□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王帅杰

“根据现场实收测产，‘现代 464’的
亩产为 1174.8 公斤。”10 月 9 日，在河南
省鹤壁市淇滨区钜桥镇刘寨百亩核心展
示田，中国农业大学陈绍江教授代表专
家组现场宣布了测产结果。

当天，河南省农业良种联合攻关“高
产多抗宜机收玉米种质资源创制和新品
种选育与应用”项目新品种展示观摩会
在鹤壁举行，“现代464”以优秀的抗倒伏
抗逆境特质，成为现场关注的焦点。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特意将展示田
里的玉米秆折断，露出金黄的玉米棒。

“我们这个品种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
穗子比较低，不会头重脚轻，这样能够
有效地抗倒伏。”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你看这个玉米籽粒，有 1公分。”在
观摩会现场，来自长垣的经销商姜国锋
拿起一颗玉米粒摊在手心展示，“这个玉
米粒的长度比普通玉米多出将近三分之
一。同样一个玉米棒，那它的重量更重，
这样它的产量也就高了。”

据了解，“高产多抗宜机收玉米种质
资源创制和新品种选育与应用”项目作
为河南省农业良种联合攻关项目之一，

由河南省现代种业有限公司牵头，联合
单位包括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河南农业大学、鹤壁市农业科学
院、河南永优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和河南
省民兴种业有限公司等7家单位。

截至目前，项目已经开展两年多，据
河南省现代种业科研生产部总经理王栋
介绍，项目的各项指标已经完成 9成，选
育出了“现代 959”“现玉 534”“现代 464”
等多个优质品种。

粮食是社稷之本，种业是粮食之
基。近年来，河南正在持续推进种业振
兴行动，牢牢抓住种子这个要害，扎实开
展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育种、创新等六
大行动，强化成果推广应用向科技创新
要产能和效益。当前，河南正在大力实
施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
以小麦、玉米、大豆、花生等为重点。初
步统计，“十四五”以来育种创新攻关能
力成效显著，国审新品种 598个，省审品
种 811 个，育成了一大批高产、稳产、优
质的玉米、小麦等农作物新品种，为实现
种业科技自强自立、种源自主可控，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其中，在玉米育种方面，
河南省基本形成了中低密度、中高密度、
机收、鲜食、青贮等不同玉米品种选育方
向，有效满足了市场多元化需求。

河南玉米良种联合攻关结硕果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的高粱种植基地。 资料图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祁倩倩

国家玉米种业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玉米
产业技术体系和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联
合举办的 2024 年玉米高产竞赛，10 月 15 日
在吉林省公主岭市举办现场观摩会，并公布
这一重要竞赛点的测产结果。凭借创新玉
米品种和科学种植管理方案，公主岭竞赛点
实现了产量超越当地平均水平的突破，显示
出在玉米增产增效方面的强大潜力。

在测产结果揭晓现场，吉林省农业科
学院的农技人员手拿卷尺、取样袋，按照玉
米测产技术规程要求，采用专业取样方法，
对核心示范区品比试验田的栽培密度、穗
粒数、病虫害情况进行测产调查和取样，以
准确掌握玉米品种的产量、抗性表现。“试
验田一分地穗数 396个，折算下来平均亩产
973.7 公斤。去年的吉林省平均亩产 495.3

公斤，咱们试验田基本比吉林地区平均亩
产翻一番！”现场工作人员说。

“先达 7388”是中种集团针对东华北中
晚熟春玉米区重点推出的新品种，对中晚熟
区常见病害及气候胁迫具有优异的抗性和
适应性，果穗均匀一致、行数多、结实性好。
同时，试验田配套采用的全方位种植服务，
从底肥到追肥、叶面肥以及病虫害防治方案
对产量提升的有效性，都在此次竞赛中得到
了验证。

国家玉米种业技术创新中心、中国农业
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吉林省农技推广中
心等单位的领导与专家共同见证了这项玉
米领域的重要突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曹
玉军研究员专家认为，本次竞赛不仅筛选出
了高产品种，还通过项目方式探索如何将良
种、良法与高标准农田的结合，创建了可复
制、可推广的高产综合种植解决方案。同

时，竞赛也聚焦于从科研到大田的转化，通
过将科研成果应用于实际生产，验证了创新
品种与综合种植技术的有效性，推动了优质
品种的快速推广。

据悉，玉米高产竞赛首启于 2023年，去
年已筛选出 30 余个产量超过 1000 公斤/亩
的品种，并在东北和黄淮海的 14 个攻关示
范户共 9670 亩土地上实现平均单产 1042.8
公斤/亩。今年新一轮赛事中，近200个参赛
品种在全国超过万亩试验展示田中种植，并
已陆续开始收获测产。2024 年玉米高产竞
赛结果计划于2025年1月公布。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春玉米研发中
心负责人谢军对竞赛的行业价值充满信心：

“我们不仅看重单个品种，更关注从高产理
论、高产基因到高产品种及其综合解决方案
的全产业链提升。这场竞赛不仅是对我们
科研成果的检验，更是推动整个玉米产业转

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尤其在当前气候变化
和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创新品种与
科学种植的结合，将为农户提供更大的收益
空间，我们通过支持这样的创新实践，助力
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创建和推广可复制的高产综合解决
方案，是国家玉米种业技术创新中心的重
要工作之一，本次赛事不仅展示了生物育
种玉米的最新进展，更贯通理论到实践，让
最新高产成果更快实现转化，公主岭竞赛
点的测产结果正是这一转化过程的最佳示
范。通过本次竞赛，我们也希望激励更多
科研机构和农户参与到高产种植的实践
中，实现从‘种’到‘收’的全链条联动。”国
家玉米种业技术创新中心总经理李翔表
示，未来国家玉米种业技术创新中心将继
续开展玉米高产竞赛，让好科技和好方案
给种植者带来真正的实惠。

2024玉米高产竞赛公主岭竞赛点玉米新品种表现优异

□□ 李绍标

近日，重庆市彭水县汉葭街道易家
坝村，试种的四川农业大学马均教授科
研团队研制的优质粳米和紫糯米稻成功
收割，经测产，优质粳米达1310斤/亩、紫
糯米稻达869斤/亩。

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朱军说：“优质粳
米和紫糯米对气候、土壤、水质要求极
高，易家坝村从播种到田间管理我全程
指导，发芽率近 100%，试种植比在四川
温江、双流实验田粳米亩产高 68 斤，紫
糯米亩产高 89 斤。”易家坝驻村第一书
记廖寿凯听闻这一喜讯尤为高兴。他

说，当地的水、土壤、气候适合，试种出来
的谷穗长且籽粒饱满。乡亲们纷纷表示
来年也要种植。

据了解，“紫糯米”又称“御田胭脂
米”，《本草纲目》记载“紫糯米有暖脾
胃和补血益气功效”，其产量低、营养
价值高，深受市场追捧。易家坝村试
种成功后，将在鲁家沟、曹家沟、夏家
沟形成 300 亩规模推广种植优质粳米
和紫糯米，让紫糯米和粳米这样的优
质稻米进入寻常百姓家。量产后，该
村依托股份经济合作社，把农户生产
的优质粳米和紫糯米推荐给消费者，
增加村民收入。

重庆彭水县
成功试种优质粳米和紫糯米稻

国际十字花科蔬菜产业会议参会代表在认真挑选蔬菜新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