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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乐明凯

日前，2020 年武汉种博会学术研讨
暨秋冬蔬菜品种展示会在湖北省武汉市
黄陂区武湖现代农业展示园区开幕，重
点聚焦湖北省优势蔬菜领域——十字花
科蔬菜。全国 80多家育种科研单位、高
校、种企的1000多个新优品种参展。

据了解，武汉种业博览会采取“1+
1+N”的办会方式，即一个春季主题会、
一个院士专家学术论坛、多个专题分
会。与春季主题会以茄果类、瓜类、豆类
等为主要类别不同，秋冬季专题会侧重
于十字花科类蔬菜。目前，湖北省已形
成了高山反季节生产区、江汉平原生产
区和武汉市周边生产区三大十字花科蔬
菜主产区，沙洋县萝卜产区、嘉鱼县甘蓝
产区等成为国内外种企及新品种进入中
国市场必争之地。

全国相关农业科研单位、高校代

表、长江中游城市群农业科技创新联盟
和武汉市农业科技创新联盟代表、种子
协会、商会、企业代表、湖北省及周边省
市州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代表参会。武
汉市农业科学院分别与中国农科院油
料所、华中农业大学专家就特色蔬菜高
品质加工产品研发项目签订技术合作
开发协议。

武汉市副市长李强表示，通过几
年发展，武汉种博会初步实现了跨越
全年、季季有展示、样样有覆盖的展会
目标。本届种博会更加聚焦“服务国
家种业产业园建设、服务高质量发展、
服务乡村振兴”，突出种业对农业产
业、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的助推作用。
下一步，武汉将加强农业基础研究和
前瞻布局，做好武汉种博会这个品牌，
打造一批科企融合创新联合体和产业
技术创新应用示范样板，推进“武汉·
中国种都”建设。

湖北武汉

举办2020秋冬蔬菜品种展示会

□□ 李永伟

发展高精尖农业、着力打造现代都
市农业升级版一直是浙江省宁波市鄞
州区农业的发展方向。种业是现代农
业的“芯片”，鄞州现代种业基础雄厚，
汇集了宁波市主要的蔬果、粮食、水产、
畜牧等方面种业龙头企业和科研单位，
形成了在全市乃至全省处于领先地位
的产业集群。

近年来，鄞州提出打造现代种业强
区，整合区位优势、创新主体、双创载体
等要素资源，重点发展水稻、蔬果、畜禽、
水产、林特花卉等五大优势产业，打造从
种子研发到种苗培育再到生产销售及科
技服务的全产业链条，加快把“小种子”
变成“大种业”。到 2025年，力争现代种
业总产值达到 10亿元以上，并带动创造
农业产值 500 亿元以上，种业综合实力
位居全省、全国前列。

按照“一轴三区”的现代种业布局，
鄞州将以甬台温高速复线到象山港大桥
为主要发展轴线，依次布局都市种业集
聚区、横溪林特种业集聚区和滨海水产

养殖种业集聚区，重点发展蔬菜瓜果、甬
优系列水稻、水产苗种、畜牧、林特种苗
等优势种业。

在加速引进知名种企的同时，鄞州
积极培育本地种企做大做强。宁波微萌
种业有限公司将在鄞州建设 15 亩研发
基地和 400 亩育种农场，不断“种”出大
市场，以“美都”品种西瓜为例，仅去年就
推广种植 65 万亩，联结带动 1.3 万名农
民，创造产值约 80 亿元；自主研制杂交
青菜实现进口替代，推广种植面积 20万
亩，实现产值近 5 亿元。公司成立仅 8
年，一跃成为浙江省销售额最大、自主研
发品种最多的瓜菜种业企业。

此外，鄞州还加强了产学研合作，以
人才集聚效应辐射带动五大优势产业百
花齐放。其中，引进市农科院专家马荣
荣团队育成“甬优系列”杂交水稻组合58
个，“甬优12”以亩产1106.39公斤成为全
省最高亩产新标杆，年经营推广面积突
破 550 万亩；爱卡畜牧科技有限公司依
托吴常信院士工作站，建成全省首家猪
人工授精中心，选育的美系、台系杜洛克
种猪精液累计推广50万瓶以上。

浙江宁波市鄞州区

打造种业强区 培育当地种企做大做强

□□ 本报记者 蔡茂楷

为保护鸭地方品种的遗传多样性，
防止近亲繁殖等因素造成品种退化或
保护不力造成品种消亡，近年来，福建
对金定鸭、莆田黑鸭、连城白鸭、龙岩山
麻鸭、番鸭等鸭地方品种加大了保护力
度。5 个鸭地方品种都建立了保种场，
其中连城白鸭保种场被确定为国家级
保种场。

中央和省级财政每年都投入资金
用于鸭品种保护。2019 年，石狮市国
家水禽品种资源基因库改扩建项目获
得中央财政立项支持。该改扩建项目
总投资 2500 万元，其中，中央投资 1750
万元，地方配套 750 万元。目前项目已
完成仪器设备采购及安装，预计年底

可完成大部分主体工程建设，2021 年
投入使用。

石狮市国家水禽品种资源基因库承
担着全国最大的鸭活体基因保存工作，
现保存国内鸭地方品种 15 个。改扩建
项目完成后，水禽基因库将有能力保存
25个水禽地方品种，成为集资源保护、基
础研究、科普、观景等功能为一体的国家
级基因库。

农业遗传资源保护是一项长期性、
基础性事业。近年来，福建加大鸭地方
品种开发力度，一方面支持鸭品种新的
品系或配套系选育，另一方面通过申请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和无公害产品等，
建立特色产业品牌。金定鸭、莆田黑鸭、
连城白鸭作为国家级保护鸭品种，已成
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闪亮名片。

福建

加大力度保护鸭地方品种

12 月 3 日，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张炉集镇扶贫育苗大棚一排排整齐的秧苗
郁郁葱葱，育苗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抓农时培育秧苗。

近年来，张炉集镇利用扶贫专项资金发展大棚育苗产业，育苗栽种实现了无缝衔
接，一年育苗量达2000万株，主要培育西红柿、辣椒、甜瓜等优良品种的蔬菜秧苗，仅
西红柿就包括了高端的布拉诺、艾妮拉、海泽拉等十余个品种。培育出的秧苗促进了
周边乡镇大棚蔬菜产业的发展，还帮扶带动张炉集镇42个村集体增收。图为扶贫育
苗棚中，农民们正在对布拉诺西红柿幼苗进行管护。 焦阳 汪洋 摄

□□ 本报记者 李丽颖

香蕉蒸着炸着当点心吃，香蕉啤酒、香
蕉果酒……12月2日，在广州举行的“2020
年粮食及加工用途香蕉新品种展示及其加
工产品鉴评与技术培训会”上，香蕉经过加
工后变身各式各样的“舌尖上的美食”。香
蕉是一种常见水果，但很多人可能还不太
知道，香蕉是世界第四大粮食作物，仅次于
水稻、玉米和小麦。香蕉，可以既当作水果
吃，还可以当作主食和饮品。

我国是香蕉生产大国，也是香蕉消费
大国，香蕉产业在我国地位毋庸置疑。香
蕉种植，却始终面临香蕉枯萎病、经济效
益不稳定等问题。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副
院长、香蕉遗传改良研究团队负责人易干
军研究员告诉记者：“近些年，我国香蕉种
植效益明显下降，发展香蕉产业就要延伸
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但目前我国香

蕉产业加工比例不足 1%，加工业严重滞
后，缺乏对种植业的有力支撑，而国外利
用香蕉加工成很多营养丰富的食品，如蕉
汁、粉、片、酱、酒等。我国未有适合加工
的香蕉品种是严重制约产业发展的重要
原因之一。”

易干军研究员于 2012 年被评选为全
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带领香蕉遗传改良
创新团队获得了很多的科技项目支持，在
完成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发挥了重要支
撑作用。2018年，以易干军研究员为首席
的国家香蕉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项目
启动，为选育综合性状优良、适应性广、具
有重大推广应用价值的新品种，切实提升
我国香蕉种业自主创新能力，满足我国香
蕉产业发展的需求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经过努力，攻关团队针对抗枯萎病、
高产、优质、加工特色等性状，通过对前期
育种工作的评价和筛选，培育了“中蕉”系

列以及加工特色的“粤蕉”“美食蕉”系列
等优良新品系 10 余个。鉴评会上，易干
军详细介绍了今年刚获得植物新品种权
证书的“美食蕉”“粤蕉”系列品种。这些
新品种不仅都高抗香蕉枯萎病，而且都适
宜加工。比如“美食蕉 1号”褐化程度低、
果肉金黄至橙黄色，类胡萝卜素、抗性淀
粉含量高，适宜加工香蕉粉、香蕉片、代
餐食品原料等。“美食蕉2号”与“美食蕉1
号”类似，但果指更大更粗。蒸煮后的美
食蕉既美味又营养，总糖含量 22%、可溶
性固形物 26%、淀粉 8%-9%，达到或超过
甘薯的营养价值。记者在现场看到，以美
食蕉为原料的香蕉脆片，颜色金黄、成型
好、片大，品尝起来酥脆可口，可谓兼具颜
值与美味。对比原有的香牙蕉、粉蕉，加
工型蕉优势十分明显。“粤蕉 2号”具有出
汁率高、果肉有涩感的特性，非常适合用
于加工香蕉啤酒、香蕉果酒等。

在南沙区万顷沙镇广州市果树科学研
究所基地，记者了解美食蕉种植生产情
况。美食蕉亩产可观，预计可达到 5000
斤/亩，最重要的是，美食蕉抗枯萎病能力
强。“南沙这片地是曾经的老蕉区，存在枯
萎病菌，如果继续种植普通香蕉，感病率估
计会超过40%，但现在种美食蕉，几乎没有
见到发病。”易干军表示，美食蕉高抗枯萎
病，亩产高，营养丰富，作为加工原材料种
植成本低，未来发展加工食品的潜力巨大。

“美食蕉”“粤蕉”系列等优良新品系
填补了我国香蕉粮食和加工用途品种的
空白，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补充。易干
军表示，今后将选育出更多抗枯萎病、适
合加工、营养品质突出的特色蕉品种，同
时加强配套技术推广，完善产业链条，形
成品种多元化的香蕉产业深加工体系，让
蕉农获得更多收益，让百姓享受更多营养
与健康。

我国首次选育成功加工用途香蕉新品种

□□ 本报记者 祖祎祎
见习记者 刘自艰 文/图

12 月 2 日，为加快畜禽种业科技创
新，推动我国肉牛种业高质量发展，培育
国产优质牛肉生产品种，提升肉牛产业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满足人民对优质肉类的
需求，首届中国牛·优质牛肉品鉴大会在
北京召开。

“希望以此品鉴为契机，在对中国黄
牛高品质牛肉品鉴的基础上，厘清国人对
牛肉消费特性的需求，筛选推介一批符合
国人饮食习惯的可用于高品质牛肉生产
的优秀品种。”活动主办单位、国家畜牧科
技创新联盟理事长秦玉昌说。

大会现场，来自我国本土的 9个地方
肉牛品种和类群的优质牛肉产品成了大
会“主角”。鲜嫩多汁、香气四溢的牛肉制
品纷纷亮相，令众多参会者垂涎欲滴，忍
不住驻足品尝。

本土资源焕发生机

头如罐，眼如蛋，耳如扇，毛如缎。郏
县红牛因产自河南省郏县、被毛红润而得
名，品种和饲养历史可追溯至周朝。

郏县红牛抗病力强，繁殖力高，产出的
雪花牛肉肉色红润，脂肪雪白，肉质细嫩，
柔软多汁，是历经3000多年精心培育的本
土品种，曾被列入《国家畜禽资源保护名
录》和《河南省地方优良畜禽品种志》。

近年来，郏县通过抓产业，立品牌，以
全链、专营、高端、品牌发展为目标，助推
了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目前，郏县红
牛存栏达 6 万余头，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7
家，传统牛肉销售门店 100 余家。2019
年，郏县红牛总产值达15亿元。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种源的支撑。”郏
县红牛品种选育人告诉记者，以保种扩群
为基础，当地建立了郏县红牛基因库，目前
共保存冻精4152剂、胚胎217枚，形成了完
整的谱系“档案”，并通过保种场进行工厂
化保种，每年进行良种登记、科学选育。

“下一步就是以扩群来扩大规模。”郏县
邀请国家级产业体系专家对红牛遗传改良、
高效扩繁进行研究，发掘了一批郏县红牛优
异产肉性状关键基因，并建立多基因聚合育
种技术体系，大大提高了郏县红牛选育效
率。去年以来，县财政接续投资5600余万
元，发展壮大郏县红牛产业，同时撬动社会
投资3亿多元，扩大了郏县红牛养殖规模。

最终，经过十余年研究、育肥、屠宰试
验，郏县红牛终于以质量赢得了市场。“近

年来，我们已经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以生
产雪花牛肉为主的高档牛肉饲料配方和
饲养管理技术，开发出可与日本和牛 A5
级雪花牛肉相媲美的高档郏县红牛肉，每
公斤销售价格千元以上。”

像这样利用本土肉牛资源，树立自主
品牌、带动当地产业发展的不止郏县一
例。此次大会上，渤海黑牛凭借独特的风
味和优质产品斩获最具风味奖、综合评价
优胜奖两项殊荣。

据品种选育人、山东无棣华兴渤海黑
牛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占岗介绍，
渤海黑牛原产于山东滨州，因为重心低、
挽力大、耐力好，曾是当地人民最喜选用
的役用牛品种，随着农业机械化普及逐渐
成为肉用牛。

近年来，公司通过品种保护、种群扩繁
以及产肉性能和肉质的改良，同时改进屠宰
加工工艺，打造了自主品牌“宏振牛肉”，其
凭借特殊的风味受到了各地食客的青睐，成
为山东最有名的清真老字号特色名吃。

目前，我国有 55个地方黄牛品种、26
个水牛品种和17个牦牛品种，是世界上地
方牛种资源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些种质资
源为开展肉牛遗传改良奠定了良好的群体
基础，也为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本
土血液，擦亮了“中国牛”的金字招牌。

“定制”符合我国牛肉的分
级和定价体系

为了选出中国优质好牛肉，组委会专
家在鉴评指标的设定上可谓费尽了心
思。在此次鉴评过程中，评价指标分为生
鲜牛肉、涮（煎）制牛肉、牛肉风味三大类，

包含了肉色、光泽、脂肪沉积、残渣、香气
等48项“苛刻”标准。

既然是“中国牛”，就要满足“中国
胃”。在此次大会上，鉴评专家特地“定
制”了更符合我国牛肉消费习惯的评判指
标。“在指标设定上，我们将样品分成煎、
涮处理之后分别评价，煎、涮权重各占一
半。”专家组组长、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
医研究所副所长李俊雅介绍。

同时，考虑到不同地方、不同民族消
费差异，评鉴组特地到延吉、北京、深圳等
地开展消费者评价活动，更加全面反映了
中国消费者的诉求。“在盲选鉴评过程中，
很多品种难分伯仲，与盲样‘和牛’相比，
很多消费者甚至更青睐参选品种。”

最终，经过品种遴选、屠宰分割测定
取样、理化指标检测、专家品鉴和消费者
评价等环节，晋南牛、渤海黑牛、鲁西牛、
郏县红牛、夷陵牛、文山牛、云岭牛和新疆
褐牛 8个地方品种从 13个省份的 22家报
名单位的参赛品种中脱颖而出，获评“高
品质牛肉生产推介品种”。

同时，根据风味、观感、品质等不同方
面，会务组评选出综合评价优胜奖、最具
风味奖、最具观感奖、最具特色奖、最具效
益奖、品质特别奖等奖项，平凉红牛获得
品质特别奖和最具风味奖。

这样的评价体系是我国区别于国外
肉牛评价的一次新尝试，也体现了此次办
会的宗旨和目的。“希望以此次品鉴为契
机，加速推动适合我国国情的高品质牛肉
分割分级和定价体系的建立，加强我国地
方特色肉牛品种资源的挖掘利用，加快培
育一批重点性状突出、生产性能稳定、经

济效益较高、区域特色鲜明、消费层次多
元的肉牛品种，形成产业链各环节良性循
环体系，打造自主品牌，提高我国肉牛产
业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推动我国肉牛产
业高质量发展。”秦玉昌说。

畜禽种业创新拉动产业发展

“我国肉牛遗传资源丰富，并在中华
农耕文明发展史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随着生产力发展，我国本地肉牛群体由役
用逐步转向肉用。早期以提高生长速度
为主要目标的改良，保障了社会物资匮乏
时代的牛肉供给，与此同时，本地品种的
群体数量也急剧减少。”秦玉昌介绍。

但近年来，随着社会物质的丰富和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食物质量要
求越来越高，优质的风味牛肉受到越来越
多国人的追捧，消费持续增加，已成为小
康社会人民“菜篮子”不可或缺的食材。
我国肉牛产业在品种选育、基地建设、技
术装备、质量安全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
步，产业素质明显提升。

畜禽产业的源头是品种，本土特色畜
禽遗传资源的保护至关重要。目前，我国
已拥有地方品种牛 55 个，以地方牛遗传
资源为育种素材，培育了云岭牛等培育品
种 10 个。农业农村部近期推动出台了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
护与利用的意见》，发布了《国家畜禽遗传
资源目录》，把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利用工
作推向了新高度。

有了资源，如何用好才是关键。2011
年，原农业部发布实施全国肉牛遗传改良
计划，2019 年，启动了国家畜禽良种联合
攻关计划，企业自主育种能力逐步提升，
多种形式的联合育种组织相继成立，逐步
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
研相结合的商业化育种体系，我国畜禽种
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了新突破。

近十年来，我国遴选了44家国家肉牛
核心育种场，覆盖肉牛品种26个。36家种
公牛站存栏肉用、兼用采精种公牛2200余
头，冷冻精液年生产能力 4400万剂，为满
足国内畜禽市场需求提供了种源支撑。

良种是畜禽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动力和支撑。秦玉昌表示，希望可以通过
打造我国肉牛产业优质化、品牌化的全国
性、专业性品鉴平台，培育和挖掘地方黄
牛品种生产优质牛肉的潜力，引领行业发
展，提振民族种业信心，培育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高品质牛肉品牌，丰富百姓餐桌，
为人民健康和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培育自主品种 丰富百姓餐桌
——首届中国牛·优质牛肉品鉴大会见闻

大会现场，获奖的肉牛品种和类群的优质牛肉产品吸引众多参会者驻足品尝。

□□ 本报见习记者 刘自艰

“这是核桃纹大白菜，我们已经在采
收装窖；这是七叶茄子，还没有成熟，估计
10 天左右才能采摘……”12 月 4 日，在北
京食为先生态农业园温室大棚里,负责人
邬春芳介绍道。开锅即烂、入口即化的核
桃纹大白菜，肉质细腻、口感脆嫩的七叶
茄子……这些原本消失在人们视线中的
北京传统口味蔬菜又逐渐回来了。

北京传统口味蔬菜是土生土长的北
京蔬菜。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北京人口
迅速增加和饮食习惯的改变，市场上对于
蔬菜的需求剧增。但北京传统口味蔬菜
产量低、抗病性差，不能满足大量的市场
需求，很快就被产量高、抗病性强的杂交
种所替代。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近年

来，很多市民都在寻找这些品质好、风味
浓的北京传统口味蔬菜。因此，北京市农
业农村局从 2009年着手北京传统口味蔬
菜的恢复和示范推广工作。

“费了很大劲！”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
站高级农艺师曹华感叹道。北京传统口
味蔬菜恢复工作遇到的第一关就是“种子
关”。种子最早是从农科院的资源库里去
寻找。又经过曹华等人多方努力，机缘巧
合从“菜把式”手中得到了一些比较纯的

“心里美”萝卜种子和其他的老品种种子，
恢复工作才得以进行。

有了种子，接下来的第二关就是“培
育种植关”。“相比 30年前的北京，现在的
温度、湿度等环境都发生了变化。相应
地，北京传统口味蔬菜的种植也需要在传
统种植方式上进行适应的改造。”经过多

年的摸索，曹华总结出了北京传统口味蔬
菜恢复生产的几个重点：一是选择风味浓
郁、市民喜欢吃的优质品种进行恢复和推
广种植；二是土壤、空气、水质等要符合作
物的生产规律；三是注重肥料的使用，合
适的肥料能够提高蔬菜的口感，最终挑选
出内蒙古的草原羊粪用于北京传统口味
蔬菜种植；四是科学管理，利用中医理论、
黄蓝光板、防虫灯网等进行病虫害防治。
另外，根据传统口味蔬菜的不同特点，对
其进行分类存储，如“心里美”萝卜储藏在
1-2摄氏度的土窖中，核桃纹白菜则放在
封闭的冷库。

“我们还采用现代农业技术，通过水
肥精准调控，开展新型栽培模式来保障传
统口味蔬菜的提质增量。”北京市农业技
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雷喜红博士介绍道，

以传统口味蔬菜原味番茄为例，采用先进
的基质栽培技术，充分利用农业物联网，
让环境及水肥可通过电脑及手机实时监
测和调控。肥料利用更加科学合理，养分
均衡，原味番茄可提前采收 2-5 天，亩节
省用工 12.5%。有效提高番茄的口感风
味，亩产稳定在3000公斤以上，亩效益5.5
万元以上，较常规生产提高30%以上。

据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农艺师赵
鹤介绍，今年北京传统口味蔬菜种植面积
1000多亩，新增顺义区北京巧嫂蔬菜果品
种植合作社、北京兴农鼎力合作社、密云
区季庄村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等 10多个
园区种植传统口味蔬菜。目前，北京传统
口味蔬菜陆续上市，基本能做到周年供
应，每个季节都有相对应的时令传统口味
蔬菜。

北京传统口味蔬菜品种强势回归

业界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