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业动态

关注农民日报·现代种
业微信公众号《现代种业》
（微信号：xdzyzk2014），第
一时间获取种业新闻、权威
分析、深度解读。

□□ 本报记者 祖祎祎

回顾 2019，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对于中国
种业来说，收获颇丰。品种创新能力显著增
强、市场侵权违法行为大幅减少、种质资源保
护利用不断加强、企业在种业创新中的主体
地位愈加凸显……这一年，参与种业的不同
主体都感受到了显而易见的变化。

展望 2020，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先导，
加快种业现代化势在必行。自2018年《外商投
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
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
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以下统称《负面清
单》）发布后，种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我国种
业发展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种”为“中国饭碗”
奠定坚实基础

在近日举办的全国现代种业发展暨南繁
硅谷建设工作会议上，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
人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种业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实现历史性跨越，从
源头上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

强化品种资源保护，改革品种管理制度，
引导“产学研”紧密衔接，开展良种联合攻关，
深化种业权益改革，有效激发了各方面育种
创新活力。

自2014年启动以来，国家重大良种科研联
合攻关已进入第六个年头。集中力量办大事，
六年来，节水抗病小麦、籽粒机收玉米、高产专
用大豆、优质水稻等特色优质品种取得了前所
未有的突破，品种更新换代进入“提速期”。

如今，大豆亩产“400公斤可复制，300公
斤成常态，200公斤大面积”的目标已经实现，
良种攻关不仅初步保障了食用大豆安全供
给，更让“中国豆”积累了面对国际竞争的资
本；强筋弱筋、抗旱节水、抗赤霉病等小麦优
质专用品种推广应用的面积越来越大，品种
区域布局越来越合理，截至目前，小麦攻关单
位育成品种年收获面积在1亿亩左右，约占全
国总面积 30%；玉米良种选育上，涌现出了一
批可与国外品种抗衡的新品种，籽粒机收玉
米攻关注重良种良法良机深度融合，打通了
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最后一公里”；杂交稻
等品种走向世界，国外种植面积已超 1亿亩，
为解决全球饥饿问题作出了中国贡献。

这些成绩的背后，离不开育种工作者的

付出和坚守。如果说良种攻关是推动科研成
果落地生根的“加速器”，知识产权保护就是
育种者科研成果的“保护伞”，让品种在研发、
生产、销售等环节都有法律“撑腰”。

去年，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迎来 20
周年“纪念日”。迄今为止，我国植物新品种
保护申请量已连续 3年位居世界第一。回顾
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发展历程，涌现出一大
批值得我们铭记的人和事。

经中央批准，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先进
集体及先进个人表彰活动于近日举办，来自
全国各省（市、区）的 50个先进集体、100名先
进个人获奖并授予证书，其中既有育种者、测
试者和管理者，也有生产经营者及用种大户
等，涵盖农业、司法、知识产权等行业。走过
20年，正是这些先进典型为新品种保护事业
的奋斗和付出，才让种业创新之花绚丽绽放。

在合作模式创新、育种机制创新和品种
创新的不断推进下，我国主要农作物良种基
本实现全覆盖，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由
2010年的 90%，提高到现在的 95%以上，主要
畜种核心种源自给率也达到70%以上。

种质资源是种业核心竞争力的“芯片”。
经过几代科学家的艰辛努力，我国作物种质
资源保护与共享体系已初步建成，长期安全
保存种质资源 50万份，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
质资源普查与收集抢救收集各类资源 29763
份，其中 85%是未入库品种。建成了北京鸭、
五指山猪等 3个国家级保种场，8个活体资源
保种场和世界最大体细胞库等。去年，国家
种质资源库正式启动建设，新库长期保存能
力达 150万份，届时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种
子银行”。这些种植资源保护与利用的体系
和平台建设将为农作物畜禽突破性新品种的
培育和种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加强
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将对于我
国加快建成系统完整、科学高效的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提升资源创新利用水
平具有重要意义。

收官之年迎新变
种企当好创新主体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我国将开启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新征程，这也对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农业发展种为先，我国正处于从种业大国

向现代种业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强种业，首
先要强企业，这是现代种业创新的主体，也是
行业整体实力的体现。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
人在全国现代种业发展暨南繁硅谷建设工作
会上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大力培育
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要在企业做大做强的
基础上，优先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探索建立
品种创新后补助政策，鼓励企业加大创新投
入，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打造一批大而强、
专而精、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企业集团。

近年来，全球种业进入新一轮并购浪潮，
技术领先优势与市场垄断地位结合的特征更
加明显。2018年，《负面清单》的正式施行进
一步扩大种业对外开放，我国种业格局面临
巨变。近日，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自《负
面清单》发布以来，外资企业发展态势良好，
市场创新活力不断增强。

与此同时，一批国内种企也在群雄逐鹿
的新局面中逐渐发展壮大。依靠多年持续的
高强度科研投入、良好的产业基础和核心竞
争优势，隆平高科成功跻身全球种业前八强。

近几年，企业在种业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愈
加凸显，育成了一大批绿色优质新品种。在这
背后，企业为主体的育繁推一体化和科研权益
比例改革才是推动品种更新换代的内在源动
力。在这两大改革成果的推动下，我国现代种
业发展不断迸发出新的活力。其中，“京科
968”的生产推广就是科企合作的典型之一。

以“京科968”的推广为契机，北京市农林
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联合中种集团等国内 7
家种企共同组建了玉米新品种研发联合体，
通过开展示范推广，实现了对“京科968”的大
规模快速产业化开发。自2016年以来，“京科
968”的年推广面积已超过2000万亩。

行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诚信守法、公
平公正的营商环境。随着“放管服”理念逐步
加深，种业综合执法体系更加健全，市场监管
能力不断增强，执法监管也逐渐迈向数字化、
智能化，管理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
升。面对违法侵权行为，各省执法部门纷纷

“亮剑”，近年来，农作物种子合格率稳定在
98%以上，农民真正用上了放心种。

新时期新部署
建设种业强国 打造南繁硅谷

2019年，还有一件大事牵动着无数育种工
作者的心——南繁4块新基地的配套服务区已
在2019年底陆续投入建设。这意味着，这场南

繁育种基地建设的攻坚战，即将吹响决胜的号
角。“睡床板、住草房、没锅没灶”的日子即将成为
历史，困扰南繁育种人的基本生活问题终于解
决，预计今年南繁季来临时，“候鸟”们就能有更
稳定的“家”，可以更安心地开展育种科研了。

育种基地和配套服务区这“两块地”稳住
了，下一阶段，对于南繁硅谷建设，农业农村
部作出了重要部署。并强调，推进科技和体
制机制创新，形成部、省、院、校、企五方合力，
实现南繁由季节加代向全年研发、由育制种
向产业链、由分散独立向集群协同拓展，打造
服务全国、面向全球的种业创新先行区、人才
聚集区、产业孵化区、开放试验区。

新年伊始，昨日的辉煌与成就即将成为
历史，中国种业发展道路上，机遇与挑战并
存。新时期下，我国种业该怎样发展？对此，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强调，种业作为战略
性基础性产业，要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
引领作用。要加快构建种业自主创新体系，
强化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
力度；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落实属地责
任，加快资源普查收集和鉴定评价，健全资源
保护体系；强化市场主体培育，优化营商环
境，优先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持续推进种业
基地建设，健全畜禽良种繁育体系，打造一批
种业强省和优势基地县；加快构建种业开放
新格局，支持企业走出去，加强与国际组织合
作，提升国际影响力。

立足新形势新要求，他还表示，今后一个时
期，我国粮食及“菜篮子”产品需求还将刚性增
长，加之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必须立足国内，农业
保供给任务丝毫不能松懈。新时代推进现代种
业发展，要注重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
给、农业高质量发展和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

作为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在品种选育上取得突破，培育更多区域性、个
性化品种选育，才能从源头解决高消耗问题，
提升质量效益，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

在全国现代种业发展暨南繁硅谷建设工
作会上，小麦攻关组首席专家赵振东指出，下
一步，将着眼于“一控二减三高效”，培育新型
绿色优质小麦品种。加强一二三产融合，兼
顾小麦产业链上各环节利益，强化优良品种
对产业的支撑作用。会上，玉米攻关组首席
专家戴景瑞也表示，玉米良种攻关工作将着
力优异育种材料创制，加强绿色高效品种选
育与测试，促进绿色高效品种示范与大面积
应用，为实现玉米种业强国而不懈努力。

做强农业“芯片”机遇挑战并存
——中国种业发展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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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宏伟 邱志成

“虽然 2019年夏季遭受了史上罕见的洪涝
等灾害，气温也较往年同期低，可是我种植的
150 亩水稻却没有出现倒伏和减产现象，而且
平均亩产还超越历史，达到了 600 公斤以上，
总的收入也比去年多了 2万多元。”隆冬时节，
刚刚卖完粮的黑龙江农垦北大荒集团江川农
场有限公司民兵种植户王海涛笑得合不拢嘴。

据了解，“绥粳 18”属于香味品种水稻，集
高产、优质、多抗于一身，从 2014 年审定推广
以来短短六年时间就成为黑龙江省、吉林省、
内蒙古等第二、第三积温带主要栽培品种，据
江川农场有限公司农业技术人员介绍，“绥粳
18”近年来平均亩产都在 620公斤以上，稻瘟病
抗性很强，苗齐秆壮，剑页挺举，茎秆粗壮有弹
性，收获时适合大机械化收割作业，省工省时
省力，尤其是在农场今年遭受连续一个多月降
雨和洪水内涝及台风的侵袭下，没有一处倒伏
地块，被职工誉为“满意稻”。

2019年，对于江川农场有限公司第三作业
站老职工王和平来说，已经是种植“绥粳 18”的
第五个年头，他欣喜地说：“‘绥粳18’品质好，比
普通稻米高出 2毛钱，加工出的米晶莹剔透，色
泽如玉，焖出的米饭满屋飘香，口感也好，剩饭
不回生，我的 200亩地绥粳 18水稻一半卖了原
粮，一半加工出大米在网上销售，供不应求，现在我2020年的订单
都来了！让我们农民种得放心，卖得高价，获得高效。”

江川农场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军充满信心地说：“2020 年我
们还要扩大种植‘绥粳 18’等优质水稻品种面积，通过各种科
技措施，实现优质品种效益最大化，让农民种得放心，卖出高
价，获得高效。”

国家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北临西食用菌示范推广基地揭牌

近日，河北省临西县与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合
作，揭牌成立了“国家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北临西食用菌
示范推广基地”“光明工厂化食用菌新品种研发基地”，在食用菌
工厂化优良品种选育、菌种稳定性生产、产品安全保障和品质提
升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的合作研究和应用实践。

据悉，国家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依托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
用菌研究所，结合光明河北九道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食用菌工厂
标准化生产规模和技术研发水平，主要开展食用菌相关品种、技术、培
训等示范推广和人才培养工作，重点开展工厂化食用菌品种研发及
新品种DUS测试等工作，为临西食用菌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强劲的技
术支撑，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团队建设等方面得到实质性的提升。

近年来，临西县将食用菌产业作为科技兴农、促农增收的一项
重要产业来抓。截至目前，全县食用菌龙头企业发展到6家，直接从
业人员2000余人，种植金针菇、白玉菇、蟹味菇、鹿茸菇、大球盖菇等
食用菌品种20余个，总面积5000亩，年产菌菇近11万吨，产值7亿
元。逐步构建起“农业顶尖、工业智能、供给高端”的“菌菇王国”。

何连斌 孟庆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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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军 本报记者 胡明宝 文/图

前不久，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白水县人
民政府主办的“瑞雪瑞阳苹果新品种观摩暨果
实鉴评会”在陕西省白水县召开，来自全国苹
果主产区的基层技术干部、种植大户以及农
资、销售企业的代表200余人参会。

“瑞雪”与“瑞阳”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赵
政阳教授团队历经近 20 年不懈努力，于 2015
年育成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晚熟
苹果新品种，2019 年 7 月同时通过国家审定。
这一对国字号双胞胎新秀在栽培管理、外观形
色、品质口感等综合性状上，均超过引进品种

“红富士”。有不少专家预言，瑞雪、瑞阳将成
为我国苹果更新换代最具潜力的主栽品种。

抱团协作破解新品种推广难题

“我将用余生推广这两个新品种。”赵政阳
曾在2015年说的话，既表明他加快推广新品种
的决心，也反映出新品种推广之不易。相关调
查资料总结认为，一哄而上、单打独斗、恶性竞
争、假冒混杂、经验主义、产销脱节等等都会成
为新品种推广的障碍甚至灾难。“红富士”在我
国一家独大经历了30年时间，从一个侧面也说
明了新品种推广中存在的问题。

2017年 9月底，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着眼于

苹果全产业链力量的抱团协作，牵头成立了
“瑞阳、瑞雪苹果推广联盟”，以破解新品种推
广难题，探索果树新品种推广开发和品种产权
保护的新路子，促进我国苹果产业健康发展，
当时陕西、甘肃等苹果主产区从事苹果苗木生
产、种植、营销及服务的各相关企业及合作社
共 30 家单位加盟。2019 年 9 月，以联盟为基
础，“杨凌西农瑞雪瑞阳苹果发展联合会”注册
成立，将原来松散的组织做了进一步规范，会
员单位已扩大到陕、甘、晋、鲁四省。

联合会理事长、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岗
位科学家赵政阳教授介绍，目前，瑞雪、瑞阳在
全国的推广面积已达到 8 万亩，“北到陕西靖
边，南到云南，东至山东，西至西藏林芝，凡是
种植苹果的地方都有它们的身影。”

好看好吃又有好效益

当天，会议组织多方面专家品鉴了陕西、甘
肃、山西、山东、宁夏、云南、河北等地种植的60
份瑞雪瑞阳苹果样品，陕西陇县盛源果品有限
责任公司选送的瑞雪样品获得一等奖。公司总
经理马培军介绍，瑞阳瑞雪销售火爆，果品今年
已销往广东多地，并进入香港，“瑞雪瑞阳的推
广得到了宝鸡市政府的重视，发展前景广阔。”

“2017年我们考察了这两个新品种，确实超
越富士。”参会的陕西果业集团延川分公司总经
理高世平说，2018、2019两年，分公司就在延川

种植瑞雪7000多亩，而且规模还将持续扩大。
2019年，陕西以及全国苹果大丰收，但受

春旱秋涝等气候影响，红富士等传统品种商品
率低，其收购价徘徊在每斤2元左右，而瑞雪瑞
阳优势突出，收购价5元至8元。

好看好吃又有好效益的新品种着实令人
“向往”。当天，与会代表观摩了联合会会员单
位白水县秋林苹果专业合作社的百亩瑞雪瑞
阳示范园、天鑫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瑞雪瑞阳标
准化果园。

国审苹果新品种推广迈上快车道

秋林合作社理事长林秋芳原来是白水县
林皋镇北马村的贫困户，后来在赵政阳教授团
队指导帮助下成长为苹果种植的女状元，目前
还担任白水县苹果矮砧协会副会长、妇女果园
管理联合会主席。合作社仅她自己家4年果龄
的 20 亩瑞雪瑞阳苹果园今年将产果 10 万余
斤，预计收入超过40万元。

瑞雪瑞阳的竞争优势不仅让林秋芳喜不
自禁，也让更多的与会者增强了信心。深圳市
五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兴林此前已
考察了联合会多地成员的果园，他希望与之合
作，利用公司网络科技优势把瑞雪瑞阳推向南
方大城市的高端消费市场。陕西秦农汇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深耕生鲜电商多年，今年计划收
购 100万斤瑞雪瑞阳苹果，通过线上线下多个
渠道推广销售。该公司总经理张玉静表示，

“做包装，讲故事，我们愿意用5到10年的时间
去经营这两个好苹果。”

农业农村部农技推广中心园艺处处长李
莉称赞赵政阳教授团队的品种选育工作，她
说，瑞雪瑞阳在品种新特性、种植模式的轻简
化以及新品种的后续储备等多方面形成了苹
果产业中的核心竞争力，“通过观摩、品鉴和
与各领域代表交流，我看到了苹果产业绿色
发展的希望。”

加强交流，种出好苹果；产销对接，把好
苹果在最好吃的时候奉献给消费者；让专业
的人做专业的事，分工合作，互利共赢——
赵政阳教授利用各种场合向联合会会员及
其他参会代表宣传苹果新品种推广新模式
的理念，“今后两三年中国苹果产业将迎来
拐点，西农苹果团队的专家们也将持续支持
苹果发展联合会，为中国苹果产业转型升级
贡献西农力量。”

□□ 本报记者 邓俐

近日，首届“三峡杯”十大好吃
鲜食甘薯品鉴会在渝举行。来自全
国各地育种单位选送的 34 个甘薯
品种激烈角逐，肉质、甜度、香味、水
分……口感风味、内在营养、外观形
象各项指标一一比拼,最终，“广薯
72号”“渝红心薯98”等夺得好吃鲜
食甘薯前十名。

此次品鉴会旨在进一步了解大
众的口味、为改良品种提供参考依
据，共吸引来自江苏、浙江、山东等
22个省市的育种单位选送 34个甘
薯品种参评。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等单位 15 位专家组成专业评审
组、并由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首
席科学家马代夫担纲组长；重庆甘
薯主产区县种植大户、农技人员、企
业代表等16人组成大众评委组，共
同对薯块熟食适口性评定、甘薯外
观感官评价、薯块营养指标检测三
方面进行鉴评。

最终，“广薯 72 号”“渝红心薯
98”“渝红心薯46”“普薯32”“万薯7
号”“烟薯 25”“浙薯 13”“宁紫薯 4
号”“鄂薯12号”“渝紫香10号”跻身
此次新鲜出炉的“‘三峡杯’十大好
吃鲜食甘薯”榜单。其中，3个为紫
心甘薯、7个为红黄心甘薯。

《本草纲目》记载，甘薯有“补虚
乏，益气力，健脾开胃，强肾阴”的作
用。现代科学研究，红薯营养丰富，
富含蛋白质、淀粉、果胶、纤维素、氨
基酸、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有“长
寿食品”之誉，曾高居“WHO 健康
食品排行榜”蔬菜榜之首。日本国

立癌症预防科学研究所研究发现，熟甘薯、生甘薯
抗癌指数排在20种蔬菜的第一、二位。

随着人们对身体健康、生活品质追求的不断
提高，人们对甘薯消费的热度与日俱增，全国食用
甘薯产业发展迅猛。重庆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黄
振霖研究员介绍，该市已选育甘薯品种 80 个。
2018 年，重庆市甘薯种植面积 507.46 万亩、单产
1638.9公斤、总产831.7万吨。甘薯播种面积和总
产量均居全国第三，初步形成了渝东南和渝东北
以淀粉加工品种为主、渝西和城郊以菜用苕尖和
特色食用薯为主的甘薯生产基地。目前，重庆正
把甘薯产学研作为扶贫攻坚的有力抓手，努力实
现甘薯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

新机制助力国审苹果新品种推广迈上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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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瑞雪瑞阳苹果新品种观摩暨果实鉴评会现场品鉴图为瑞雪瑞阳苹果新品种观摩暨果实鉴评会现场品鉴。。

安徽界首：温室大棚“烟薯25”获丰收

眼下，在安徽界首泉阳镇丰絮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温室大棚
里，人声鼎沸，机声隆隆，百十名群众紧张有序忙碌着，分拣、装
袋、运输、削红片，一派丰收的景象，示范园种植的千亩“烟薯 25”
优质红薯喜获丰收。

“基地主要是种植烟薯 25，这个品种口感好，产量高，一般在
我们这产量可以达到 7000斤左右。目前总体价格平均在一块钱
一斤左右，一亩地应该在 6000块钱左右，市场前景非常广阔。”安
徽丰絮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苏艳斌说。

2017 年，公司流转土地 4000 多亩，大力发展马铃薯良种繁
育。通过两年的摸索，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先种一季马铃薯，马铃
薯以后再种一季红薯。针对不同市场的需求，公司按照红薯的大
小进行分级销售，大的加工成红薯片、红薯丁，一斤多的烤红薯，
小一点的进入商超和饭店，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下一步，公司
将不断扩大种植面积，发展订单农业，同时增加红薯品种，满足不
同市场、不同人群的购买需求。

目前，丰絮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流转土地 4000多亩，有智能
日光温室大棚3500平方米，实现了水肥一体化灌溉和无害化生物
杀虫技术。下一步，公司将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真正使泉阳
马铃薯、红薯走向市场，销到全国各地。 白永明 蒋永听

农业企业带动农民增收农业企业带动农民增收

湖南省隆回县荷香桥镇雷塘村妇女阳燕华，2011年在广州江
南市场、虎门购买了两个门面，专售蔬菜。2014年，她和丈夫、弟弟
合伙，投资2000多万元，流转土地1200亩，在家乡成立了湖南佰利
康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西蓝花、红菜、白菜等优质品种，并
与24个乡镇签订青辣椒收购合同，帮助岩口、南岳庙等6个乡镇
1663人成功脱贫。图为阳燕华在采摘红菜薹。 刘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