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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十佳甜玉米品种：雪甜7401、金
银208、仲鲜甜102、申科甜2号、BM380、
浙甜 19、圣甜白珠、桂甜 612、广良甜 27
号、SWCB7503。

全国十佳糯（甜糯）玉米品种：迪彩甜
糯 676、天贵糯 937、白甜糯 3 号、京科糯
2016、苏科糯1505、杭糯玉21、龙甜糯2号、
沈甜糯9B、苏玉糯10号、美玉糯27号。

全国十大潜力甜玉米品种：白美人、
昊甜406、晶煌17号、万鲜甜330、浙科甜
6 号、DMK-2003BS、粤甜 41 号、荟甜 8
号、鲜甜玉1号、雪皓甜21。

全国十大潜力糯（甜糯）玉米品种：
杭糯玉1901、金糯1915、鲜甜糯911B、万
糯 2013、浙科糯 8 号、萃甜糯 518、浙糯
18、万糯188、广良糯6号、斯达糯51。

浙江鲜食玉米大会入围品种名单

业界聚焦

新品“对决”各领风骚
——从一场行业大会看鲜食玉米发展新格局

□□ 刘佳 本报记者 吕兵兵

前不久，山东省农业科学院邀请有关专家对该院
作物所在潍坊市寒亭区高里街道桥西二村实施的“济
麦44高产攻关田”进行了实打验收，机收3.288亩，平
均亩产766.62公斤，创我国超强筋小麦单产纪录。

据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小麦遗传育种团队曹新
有研究员介绍，济麦 44 是该团队近年来选育的突破
性强筋小麦新品种，具有优质、抗病、早熟、高产等突
出优点。区试产量与济麦 22相当，早熟 2天，籽粒蛋
白质含量15.4%，湿面筋含量35.1%，吸水率63.8%，稳
定时间 25.4min，面包评分 94 分。2015 年~2019 年连
续 5 年经香港南顺集团品质测定均达到企业标准，
2017年、2018年、2019年连续三年达到国标和郑州商
品交易所强筋小麦标准，2019 年入选首届黄淮麦区
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质量鉴评会超强筋小麦。2018年
通过山东省审定，同年秋播开始推广种植，面积迅速
扩大，今年夏收面积预计为85万亩。

济麦 44 之所以品质和产量协调表现这么好，首
先归功于它的“双亲”。其父本是我国第一个年推广
面积过千万亩的强筋小麦品种济南 17，通过国家审
定 20 多年至今在山东种植面积 100 多万亩。母本

“954072”是作物所小麦育种团队自育的高代优质强
筋材料，穗大，含有5+10优质谷蛋白亚基。农业农村
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研究显示，5+10 亚基
对于沉淀指数、拉伸面积和面包体积具有一定影响，
我国一些具有5+10亚基的强筋麦与美国硬红冬麦品
质相当，甚至更优。

日前，在贵州省威宁县草海镇蔬菜育苗中心，务工群众正在装盘、放种，该县蔬菜育苗工作正紧张而有序地进行。
近年来，威宁县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大力发展蔬菜育苗产业，按照“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全力推进蔬菜

育苗向种植规模化、生产无害化、经营产业化的方向发展，不仅为蔬菜产业做大做强提供了优质的种苗，而且帮助当地群众实现了就
近就业，逐步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刘军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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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捷 本报记者 朱海洋 文/图

这是一场沉默的较量，然而，硝烟味却充
斥着整片玉米田。最近，在浙江杭州种业集团
的科研基地里，一场堪称业界顶级的鲜食玉米

“巅峰对决赛”，在闷热的梅雨季中鸣锣开战。
赛场上，总共530个新优品种，来自全国116个
科研院所和种业企业，共同目标是角逐品种排
行榜的40个席位。

这场 2020 全国·浙江鲜食玉米大会由杭
州种业集团主办。40个席位被分成了四大赛
道：全国十佳甜玉米、全国十佳糯（甜糯）玉米、
全国十大潜力甜玉米，以及全国十大潜力糯
（甜糯）玉米。群雄逐鹿，想要入围，必须经过
十余位权威专家的挑剔眼光。产量、抗性、商
品性、食用品质等各个维度，稍有“偏科”，或许
就与荣誉失之交臂。

比赛有胜有负，也终有落幕一刻。记者更
希望在“论剑”背后，一窥鲜食玉米之“芯”的变
局，以及整个产业的走势、格局。

好产业缺好品种

对玉米，国人太过熟悉，这是中国最重要
的粮食作物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以饲料玉米
和老玉米为主的普通玉米，目前种植面积已超
过6亿亩，总产量则超过了2亿吨，为保障粮食
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

“鲜食玉米是玉米大家庭的特殊成员。”中
国作物学会玉米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建生
告诉记者，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鲜食玉米
的种植面积不到1万亩，30多年里，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如今，鲜食玉米的种植面
积已达 2000 多万亩，并继续呈现快速扩张的
趋势。

所谓鲜食玉米，就是指在乳熟期采摘果穗
用于加工或直接食用的玉米类型。当前，在这
个新兴家族中，主要有糯玉米、甜玉米、糯（甜
糯）玉米三种类型，兼具粮、果、蔬的特性，也就
是在近十年，才成为了“餐桌新宠”。

“之前人们总觉得玉米是粗粮，但鲜食玉
米就是一种水果，很受消费者欢迎。”王瑜是杭
州临安绿源蔬菜农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之前
小试牛刀，今年才扩大面积，试种了优质甜玉
米“金银208”与“雪甜7401”，没想到才放到电
商渠道，就被一抢而空。

“以前玉米论斤卖，现在论个卖还供不应
求。论种植效益，鲜食玉米远高于一般玉米，
但优质是卖出优价的大前提。”上海华耘种业
有限公司徐永平总经理告诉记者，研发筛选优
良的鲜食玉米品种，如今已是他们的重点工作
之一。

江苏沿江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陆虎华坦言，
长期以来，我国鲜食玉米虽然育成品种有不
少，但同质化现象突出，真正品质好、符合市场

多元化需求，以及适宜专业化生产的品种并不
多，与种业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长三角既是鲜食玉米的主销区，同时也是
中国鲜食玉米科研和产业的一块新高地。
2019年7月，在浙江东阳举办的浙江鲜食玉米
新品种大会上，长三角鲜食玉米产业技术创新
联盟宣告成立。据了解，此次鲜食玉米大会的
顺利举行，就是业界“抱团发展”带来的一次区
域性合作。

各有千秋 难分伯仲

“抗性都还不错”“剥开看看颜色”“这穗位
不够整齐”“尝尝看味道怎么样”……玉米地
里，作为这场“华山论剑”评审组的组长，中国
作物学会玉米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胡建广正
带着其他 15 位权威专家一道，“审视”着挺立
在地头的一株株玉米秆子。大家时而剥开苞
叶，时而查看果穗，时而细细品尝。

为确保公平公正，专家们分成了甜玉米
组、糯玉米组，期间全部实行盲评。中国作物
学会玉米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鲜食玉米学
组组长汪黎明是其中一位评委，对大会田间展
示情况很是认可。

“田间整体管理很不错，在前期雨水多的
情况下，还能充分表现品种特征特性，非常不
容易。展示品种基本达到了输出标准水平，尤
其是糯玉米和甜糯玉米更是具有国际领先水
平。”采访中，汪黎明不吝溢美之词。

那么，这些新品种的种植展示效果是如何
保证的？大会承办方，杭州种业集团的“掌门
人”孙利祥揭秘道：“为充分展示530个新优品
种的特性，我们建立了全面的后台数据库，从播
种到成熟，全程提供专业化的种植数据采集、管

理和应用服务，并且通过视频监控、田间墒情监
测等智慧手段，为精准调控提供科学依据。”

“田间要考量品种整齐度、抗病抗倒伏性、
果穗外观表现等。露尖、倒伏、病害重的，一票
否决，绝对不能有明显缺陷。”胡建广介绍说，
此次评选分为初选和复选，初选以田间农艺性
状为主，复选环节主要通过对初选品种进行测
产、果穗外观观察、食用品质鉴定等，再进行综
合鉴定与评分。

最终，过五关斩六将，雪甜 7401、金银
208、申科甜2号、杭糯玉1901、金糯1915、杭糯
玉 21 等 40 个品种入围大会展示品种排行榜。
据介绍，这些新晋花魁尽管来自天南海北，但
追根溯源，竟也有不少属于“宗亲”，不过，确实
各有千秋、难分伯仲。榜单才公布，立马就在
业界引发不小反响。

科技加持 未来可期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鲜食玉米大会除了是
一场“输出行业标准”的产业盛会，还集成了物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最新的信息技术，采
取“云展+地展”的形式举办，打造“户外观摩+
线上选种”双渠道办展模式，推出了云游地展、
云赏科普文化节、云看企业新品等一系列活动。

“利用移动互联网、5G 技术，可以让参展
商、种植户、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品种的
植株生长状况、抗病性、果穗大小、产量表现等
数据。”杭州种业集团党委副书记吴杰表示，这
种方式下，一方面让传播更加广泛，另一方面，
也能更立体、更全面地展示品种的各种特性。

在杭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赵国钦看来，种
业是农业的基础、农业科技的载体，现代农业
要发展，种业必须得先行，这场行业盛会的举
办，不仅为广大种植农户选用良种提供了参
考，也对杭州农业产业化发展，甚至整个中国
鲜食玉米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记者了解到，目前，浙江正通过农业新品
种选育重大科技专项，大力实施现代种业工
程。浙江省种子管理总站站长施俊生认为，今
后鲜食玉米种植和品种选育就要遵从“专业
化、特色化、产业化、数字化”的方向，从而实现
高质量发展。而今后，必须加强区域间、机构
间、产业链之间的协同，此次大会就是一个很
好的交流合作平台。

“鲜食玉米产业的发展对促进农民增收，
提高农业效益，推动都市农业和乡村旅游均有
着积极作用。”长三角鲜食玉米产业技术创新
联盟副理事长、浙江省东阳玉米研究所副所长
王桂跃表示，今后，联盟将通过进一步协同长
三角区域内的各种资源，加快关键及重大前沿
技术研究，以及先进生产工艺技术应用和科研
成果转化，来提高鲜食玉米行业的创新能力和
产业优化升级。

大会评审团正在对参展品种进行现场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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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隆回县
农民育苗专家育出“金银花王”

近日，湖南省隆回县小沙江镇岩背村育苗专业大户邹代旭
（右一）在向客人介绍金银花杂交一号的特性。据了解，邹代旭致
力于研究改良与繁育金银花杂交新品种 20 多年，利用山银花与
金银花杂交繁育出“金银花杂交一号、二号”等多个品种。其中，
金银花杂交一号经过多年试种，具有开花早、花束密、耐寒、不倒
伏、株形好、适应性广、抗病力强、芳香浓郁，氯原酸和药性含量
高等特点，产量比普通金银花高出 30%左右，被当地种植户誉为

“金银花王”。目前，该品种正在申报专利和新品种保护，新品种
的推广将为山区农民脱贫致富、推动金银花产业规模发展发挥重
要作用。 贺上升 摄

河南林州市
优质谷子播种忙

近日，河南省林州市东姚镇黄路坡村西，农民正在播种优
质旱作谷子“豫谷 18”。这里是林州东姚洪河小米原产腹地，
在返乡创业人士原云周承包的 120 亩山果林地间，一派繁忙的
劳动景象。

曾经“入京进上”的东姚镇洪河小米是河南著名的老字号。
位于林州市东南部的东姚镇地形多山，海拔多在 1000米以上，昼
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农作物生长周期长，当地盛产谷子。这里
的农民自古就有种植谷子的历史，出产的小米圆润饱满，色泽金
黄，富含粗纤维，营养较高。

近年来，当地政府积极引导农民通过租赁、转包等形式把土
地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业公司集中流转，
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着力提升农产品质量，提高农业产
业附加值。

图为原云周（中）正在给精播耧的下料斗里倒谷种。
毕兴世 文/图

安徽界首市
优质西瓜品种助农增收

眼下，在安徽省界首市泉阳镇王付全村 300亩西瓜种植基地
里，种植大户曹刚每天都会带着工人加班加点采摘西瓜，看着一
个个滚瓜溜圆的大西瓜，曹刚心里乐开了花。“我在泉阳承包了
307亩地，今年西瓜大丰收，平均一个是十五六斤，这一亩地纯利
润获利也是万把块钱，今年价格还好，外地的客户都是直接到地
里拉货，一块二毛钱一斤收购。”曹刚说。

据了解，曹刚种植8424西瓜有11年的经验，该品种个大，果型
好，皮薄瓤甜，是市场上的抢手货，每到收获的季节，收购商都是
上门采购，完全不愁销路。300多亩西瓜一季可以收四茬，头茬西
瓜上市早，每公斤批发价一般在 3~4元左右，一亩地可以卖 1.2万
元左右，能够收回种西瓜的全部投资成本，剩下的三茬西瓜也能
卖到1.2万元左右，这就是纯利润。

“种植西瓜每天都要给大棚进行放风，让棚内保持适宜的温
度，还要定期给西瓜秧进行掰叉子，除草。”据他介绍，300多亩地
的西瓜，平时的田间管理用工需要100多人，这给周边农户提供了
就业机会。

“曹刚家庭农场是我们村在2016年引进的种植大户，连续4年
在我们村种植市场上受欢迎的西瓜、蔬菜新品种，今年又流转了
300 多亩地，发展规模化特色产业，我们之所以能够留住种植大
户，就是为他们提供贴心的服务，解决他们在土地流转，以及在用
工方面的难题，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让他们无后顾之
忧。”泉阳镇王付全村党总支书记王允龙说。正是有了当地政府
的大力支持，才使得像曹刚家庭农场这样的种植大户在泉阳镇得
以发展壮大，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土地流转和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工作的开展，同时也给当地的群众提供了就业
增收的机会。 白永明 蒋永听

□□ 本报记者 祖祎祎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
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精神，切实落实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主体
责任，推进农业种质资源登记与大数据平台构建
等工作。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落实农业
种质资源保护主体责任 开展农业种质资源登记
工作的通知》，并发布相关实施方案。

《通知》强调，健全国家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体

系，实施国家和省级两级管理，是农业种质资源
保护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要统筹规划、科
学布局农业种质资源库（场、区、圃），以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单位确定为抓手，加快建立健全国家统
筹、分级负责、有机衔接的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体
系与保护机制。

《通知》指出，开展农业种质资源登记，实行统
一身份信息管理，是保障农业种质资源安全、推进
共享交流与创新利用的基础性工作，是贯彻落实

《意见》的重要任务。农业种质资源登记要坚持统

分结合、分级分类、共享交流、推进利用的原则，加
快建立健全国家、省级两级农业种质资源登记制
度。登记工作优先从国家和省级农业种质资源保
护单位等登记主体开展，逐步向科研院所、高等院
校、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其他登记主体延伸，
力争3年内完成现有农业种质资源登记工作。国
家和省级农业种质资源登记、保护单位确定、资源
信息汇交、共享利用、监管等信息将统一纳入农业
种质资源大数据平台管理，推进国家与省级之间、
保护单位之间信息的互联互通、共享和查询。

《通知》指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要建立
与保护目标任务相一致的管理制度，明确责任分
工，规范技术要求，完善档案管理，做到应收尽
收、应保尽保，确保农业种质资源数量不减少、质
量不降低、交流顺畅、运转高效。同时，要切实落
实各方责任，强化责任考核，积极探索有利于农
业种质资源收集、保存、鉴定、评价、交流和共享
利用的利益分享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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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提升
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水平。

农业农村部开展种质资源登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