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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扫描

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地处松嫩平原广
阔的寒地黑土层，大豆良种繁育面积120
万亩，是东北繁育优质大豆品种的最佳
区域。2017年，五大连池市被确定为首
批国家区域性大豆良种繁育基地，获得
3000万元奖励资金支持，经过三年建设，
良繁基地建设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

建设 2.4万平方米种子加工仓储基
地，提高加工能力 3 万吨。与东北农业
大学共建大豆育种技术创新中心，新增
品种 23个。实现 20万亩大豆良种生产
全程监控，实施大豆良种增产增效计
划，年产良种 15万吨。开展提纯复壮品
种 20个、原种扩繁品种 12个，提高年制
种能力 10%以上。高标准打造技术集
成展示园 18处，实施大豆高产攻关实现
平均亩产 200公斤以上。实施高标准农
田项目 21 万亩、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
20 万亩，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占比 82%、
综合机械化率 99.89%，良种繁育能力显
著增强。

在产研结合方面，支持企业与 16家
科研院校开展合作，设立省级以上研发
平台 3 个，中国工程院院士盖钧镒在圣
丰 种 业 设 立 了“ 大 豆 院 士 专 家 工 作
站”。多年来，共引进培育育种专家人
才 183 名，拥有大豆品种自主知识产权

94 个，基地繁育大豆品种 140 个。良种
标准化种植技术覆盖率达 95%以上。
引导龙头企业参与基地建设，投入 4500
万元实施种子加工产业化和农业农村
部大豆原种提纯复壮项目。引进和培
育包括 2 家省级龙头企业在内的 14 家
大豆种业公司，年产良种可供 3200万亩
以上的大豆生产，主要销往黑龙江、内
蒙古、吉林、新疆等北方春大豆主产区，
年均产值达 22亿元。

今年，五大连池市获批实施新一轮
制种大县奖励资金政策，将把大豆良种
繁育基地建设作为发展大豆良种产业的
支柱。目前，已成立了以政府主要领导
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聘请农业农村部规
划设计院科学编制了规划方案，出台了
大豆种业产业和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同
时，扶持本土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引进龙
头企业开展战略合作，打造大豆种业产
业集群。实施大豆良种加工中心、富民
智能种子加工等项目，打造高标准核心
种源繁育基地 3600 亩。提高种子监管
服务能力，强化监管服务队伍执法能力，
推进种子生产地块、种业企业、农户、品
种管理数字化，实现种业信息智能上链、
安全流转、深度溯源、精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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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提升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水平

□□ 刘兴敏 郑红均 文/图

8 月 20 日至 21 日，重庆市云阳县
凤鸣镇的“玉米新品种展示及示范项
目”实验基地，犹如一片青纱帐。时
下，正值玉米成熟收获的季节，黄色的
玉米皮包裹着硕大的玉米，等待着品
种专家审定委员会的鉴评。

走进玉米基地，各个玉米地块上都
挂着相应的品种名称标识牌，专家组沿
耕作便道逐一查看，随机抽取一行或者
两行玉米，对玉米的株型、整齐度、抗倒
伏性、果穗结实性等方面进行了现场田
间鉴评，并给出“好”“较好”“一般”“差”
四个等次的综合评价。

经专家组综合评定，“佳玉 13”“蓉
可玉 789”“昊玉 501”等 10 个品种田间
表现好，“华凯 5 号”“康农 20”“均隆
608”等 29 个品种田间表现较好，“帮豪

58”“鄂玉 31”“奥利 68”等 42 个品种田
间表现一般。

据了解，该项目由重庆帮豪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实施，于 2020年底启动。基
地位于云阳县凤鸣镇枫桥社区二组。基
地规模 150亩，集中展示了 86个玉米品
种，示范品种5个。

在同一栽培管理水平下，86个玉米
品种同台“打擂”，可以更好地对比品种
的优劣性，对存在一定缺陷的问题品种，
可通过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向农户给出警
示或直接退出，从而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面向经销商和农户进行展示，为他们提
供更多选择；同时，还可以推广先进的玉
米种植技术，提高区域种植水平，增加玉
米单产、总产，提高农民科学种田水平，
达到农民增收。图为三峡农科院副院
长、二级调研员霍仕平在现场对玉米进
行评审。

重庆云阳

86个玉米品种同台“打擂”

□□ 刘军林

8月 19日，贵州省科技厅、贵州省农
业科学院、毕节市科技局、威宁县教育科
技局、威宁县农业农村局等部门相关领
导及专家一行，深入贵州省毕节市威宁
县雪山镇法地村威宁裂变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承担的《国审马铃薯新品种黔
芋 7号示范及推广应用》项目基地，进行
临田测产。

测产当天，专家组现场查勘，在法
地村国审马铃薯新品种黔芋 7号示范基
地中随机选择上、中、下三块田作为样
本进行实收测产，现场挖出的马铃薯不
仅薯型好，而且单株中型薯粒数多。通
过测量面积、翻挖收获、称重除杂等多
个环节，最终确认示范区黔芋 7 号马铃
薯平均亩产为 3859.1 公斤，最高亩产
3978.4 公斤，产量表现突出。专家组对
项目实施效果非常满意，一致给予高度
评价，认为示范区黔芋 7 号马铃薯病虫
害防控到位、田间种植规范、措施到位、
马铃薯长势均衡，实现高产，助农增收
效果明显，达到了预期目标。

据介绍，该项目以共同实施单位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自

主选育的国审马铃薯新品种黔芋 7 号
为基础，针对全省马铃薯产业中存在
的单产低、品质差的问题，集成黔芋 7
号高产高效生产技术和脱毒种薯生产
体系，实现高产、优质马铃薯新品种黔
芋 7 号的产业化示范推广。项目内容
主要开展播期、密度、施肥等试验研
究，集成黔芋 7 号优质高产生产技术措
施，通过“茎尖剥离—组织培养—隔离
繁殖—大田扩繁”的技术路径，建立黔
芋 7 号原种、一级种薯和二级种薯生产
示范基地，进行大规模生产。同时开
展现场观摩和技术培训，让推广部门、
种植企业及农户全面了解黔芋 7 号的
优势和栽培要点，进行黔芋 7 号的推广
应用，进一步提高农民群众马铃薯种
植水平，增加农民收入，以产业振兴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

“国审马铃薯新品种黔芋 7 号示范
及推广应用”项目在威宁县的实施，将
带动当地马铃薯产业规范科学种植、提
高产量、助力增收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
用，为威宁适宜马铃薯种植区域农民提
供了一条增收的有效途径，同时也为威
宁稳定粮食生产、助力乡村振兴起到了
很好的促进作用。

贵州威宁

马铃薯新品种黔芋7号亩产4000公斤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郝凌峰 文/图

“我们种的蓝莓果大，味甜，果胶多，
大家都尝尝，味道好着咧！”近日，在山东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宝山镇大陡崖村的蓝
莓大棚外，村党支部书记杨力不遗余力地
跟大家分享他们村的“宝贝疙瘩”——佳
沃蓝莓。小小一粒果实，成了近年来带动
大陡崖村村民们增收的“致富果”。

在西海岸地区，像大陡崖村这样的村
子不在少数：地块小、多丘陵、土壤薄、灌溉
水资源少，发展农业的先天条件并不乐
观。但是近年来，西海岸新区却培育出佳
沃蓝莓、海清茶叶等众多地理标志产品，品
质远近闻名，产业红红火火。挖掘背后的
原因，在于其逐步建立起来的现代精准育
种技术体系。西海岸新区通过政府牵头、
科技支撑，大力推进现代种业自主创新，突
破生物技术“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发展
特色种业、保护种质资源、提高品种研发能
力，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了动力。

加快特色种业发展
新品牌推动农业新产业

“乡亲们不用再花昂贵的费用买国外
种子、种国外品种，用咱自己的力量就能
让老百姓种上好品种，卖上好价钱。”在占
地 3000平方米的佳沃鑫荣懋集团蓝莓组
培中心，带领参观的技术人员话匣子一打
开就合不上，自豪全写在脸上。

西海岸新区的张家楼镇，由于客观条
件限制，过去农民主要收入来源靠传统种
植业和养殖业，创收路子窄，经济效益低，
在 2005 年，当地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有
5680元。然而谁也没料到，“靠天吃饭、天
不给力”的张家楼镇老百姓的穷日子，因为
一颗小小的蓝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6 年，受青岛市政府扶持政策吸
引，西海岸新区积极推进企业落户，佳沃
鑫荣懋集团进驻青岛张家楼镇，开始蓝莓
全产业链的运作之路。如今，佳沃蓝莓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已完成国家、省部级项目
6项，发明专利 30余项，创新自主培育出
了“早丰”“晚丰”等新品种 3个，年育苗能
力3000万株，占全国市场的50%。

目前张家楼镇种植蓝莓近万亩，带动
全镇 2.6万亩的蓝莓种植，千亩以上的龙
头企业有3家、蓝莓专业合作社11家。同
时，带动西海岸新区 10万亩蓝莓的种植，
成为新区特色农产品的主导产业。

除了蓝莓产业外，西海岸新区青岛隆
铭牛业有限公司引进澳洲和牛种牛资源，
使用优质和牛精子与山东本地的现有黑
牛品种进行杂交改良，对国内高端肉牛养

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青岛中舞蜂
源科技有限公司利用人工授精等现代技
术，提高种蜂选育工作效率，实施中蜂科
学化饲养，目前该公司已发展中华蜜蜂种
蜂138箱。

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继续加大政
策扶持力度，对育种育苗、新品种引进、骨
干企业等进行重点扶持，重点培育了佳沃
蓝莓、海青茶叶、琅琊鸡、隆铭肉牛、中华
蜜蜂等实力突出、行业领先的种业龙头企
业，带动了一系列新型农业产业的兴起。

加强种质资源保护
老品种焕发新活力

泊里红席、海青茶叶、水稻、宝山黍
子、猕猴桃、王台红皮水萝卜、六汪香菜、
翘头青萝卜、铁山樱桃、柿子、梨、山
楂……作为一名西海岸地区的老百姓，这
些东西可不陌生。在很多人儿时的记忆
里，这些老品种可以说是味儿正营养足。
可是在外国品种大量涌入市场的情况下，
这些“老味道”越来越少出现，于是西海岸
新区坚定一个信念——本土优质品种必
须保护。如今，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这
些古老又稀有的品种已经作为名优种质
资源被列入保护计划。

琅琊鸡是一个历史悠久、遗传性能稳
定的优良地方品种，具有体形小、觅食力
强、野性足、耐粗料、饲养成本低、抗病力
强、肉蛋兼用、营养价值高等优点，和里岔
黑猪、崂山奶山羊、豁眼鹅一同被誉为青
岛市“畜禽四宝”。青岛禽之宝琅琊鸡育
种有限公司自 2005年承担省级琅琊鸡种
质资源保护任务以来，历经专业技术人员

原种收集、30多个世代个体表型选育、生
产性能测定、优秀基因提纯，使地方优良
品种琅琊鸡得到重新复活。目前该公司
存养琅琊鸡原种 1万只，每年用于琅琊鸡
原种保种费用120万元。

西海岸农业农村局种业发展科科长
王伟向记者介绍，为进一步加强种子资源
保护工作力度，2020年 11月，西海岸绿色
硅谷种质资源保护中心正式开工建设。
中心将把收集、丰富种质资源作为重点工
作，同时通过校企合作方式，建立实用化、
标准化和商业化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体系，
创制优质、兼抗多种病害的蔬菜种质资
源，培育市场竞争力强的蔬菜专用新品
种，促进蔬菜种子产业结构调整，推动蔬
菜种子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缩小与国外
种子公司在研发技术上的差距，降低农民
用种成本，保障我国蔬菜产业用种安全，
为当地市场和种植户不断提供优异的设
施蔬菜新品种。

“我们计划3年内，种质资源达到5万
份，以后每年新增1000份以上；5年内培育
新品种30个以上，每年增加新品种10个以
上。”种质资源保护中心负责人张晓丽说。

提高品种研发能力
龙头企业带动农业大产业

坐落在青岛西海岸的康大集团，用一只
小兔子带领周边农户实现了从脱贫到致富
再到领先国际产业化发展的“三级跳”。

“培育自己的种兔周期长、投入大，这
条路，不好走啊！”提到种兔研发之路，每
个康大人都有“一篓子”故事可讲。康大
集团项目开发部经理刘永需讲述了他们

的“种兔情结”：“原先咱们国家都是从美
国、法国高价买种兔，且买回来的种兔只
能用一年，想再养兔子就要年年从国外
买，成本太高。而且，西方国家对兔肉需
求量很大，咱们为什么不研发自己的种
兔，出口到国外呢？”

说干就干，从 2005 年上马到研发出
第一个中国自己的种兔配套系，康大用了
7年时间，而且从此一发不可收。如今 15
个年头过去，康大集团已经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肉兔配套系良种——康大 1、2、3
号肉兔配套系，在人工授精技术、真菌病
防治技术、SNP快速繁育技术、自由兔平
养技术等肉兔生产及配套技术方面都取
得了突破性成果；康大家兔育种科研基地
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家兔育种中心，康大
研发的种兔产仔多、生产速度快、屠宰率
高，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因农而兴、与农共荣。康大集团通过
辐射带动发展，现已发展符合国家标准的
大型养殖场 100多个，联结农户 1.5万户，
带动就业 3万人，实现农民纯收入 500万
元以上。兔肉产品主要销往法国、德国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肉兔养殖业成为新
区名副其实的“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特
色产业。

一直以来，基因编辑技术原始专利大
多被国外控制，这成了国内种业研发者的

“切肤”之痛。然而在青岛清原集团展厅墙
上的一组数据却让记者倍感震撼——“截
至2021年6月底，清原集团已申请国家发
明专利 186件，授权 72件；PCT国际专利
110件，进入国外累计710件次，已授权149
件”。清原集团在生物技术（基因编辑）育
种领域可谓成果丰硕。2019年首创了CSE
（循环打靶碱基编辑）体系，在全球范围首
次实现了可对任何碱基开展编辑，极大地
拓展了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范围。2021年
5月，清原首次公布了上调基因表达技术，
该技术在世界范围内也极具优势，突破了
国外基因编辑“卡脖子”技术难题，在推动
作物育种优良性状创制、提高作物产量等
方面具都有重要意义。

良种一粒抵千人出力。西海岸新区遵
循“种业是农业芯片”的理念，以种为核，藏
粮于技，依靠科技力量突破资源环境束
缚。“深圳没有农村，但是却坚守着 3万亩
基本农田，农业产业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深圳走过的特色路子，西海岸也可以走。”
谈到未来，西海岸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卫青
充满自信，“我们这里传统自然农耕条件
差，农业发展必须要找新出路。通过种业
做杠杆，用科技力量做支撑，我们相信，我
们的特色农业产业路子会越走越宽！”

山东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通过政府牵头、科技支撑，构建精准育种技术体系，大力推进现代种业自主创新——

跟农业技术“卡脖子”说“拜拜”

业界聚焦

□□ 徐明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澎

近年来，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面对农业
发展新趋势新要求，以打造种业强区为抓
手，依托创新链强、产业链全、资本链长的发
展优势，以工业化理念发展种业，以服务业
方式经营种业，谋划推进产业大发展大提升
大融合，实现了“小种子大产业、小空间大发
展、小尖兵大创新”种业强区战略。

在产业布局上，重点打造三大集聚区。
坚持集聚发展，优化种业产业新布局，依托甬
台温高速复线，将全区种业产业布局为蔬果

粮食种业集聚区、林特种业集聚区和滨海水
产养殖种业集聚区，形成“一轴三区”的总体
框架。大力实行土地整村流转、跨村连片流
转、整镇流转和土地股份制等行之有效、宜于
推广的土地流转模式。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率达85%，实行整村流转的行政村83个。同
时开展了现代农业园区提升行动，现有各级
现代农业园区62个，建设总规模近5万亩。

在工作举措上，重点实施三大战略。一
是本土种企驱动战略。实施种业提质增效工
程，促进本地种子企业快速发展和壮大。二
是科研院所带动战略。依托浙江大学、宁波

大学、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的科研基础，辐
射带动各类种业百花齐放。与浙江大学共建
蔬菜精准育种中心、蔬菜育种省级重点农业
企业研究院；宁波市农科院育成了“甬优系
列”杂交水稻；成立吴常信院士工作站，建成
全省首家猪人工授精中心。三是招商引资拉
动战略。坚持高端化、精品化、特色化、集群
化、国际化方向，引进了一批知名种业企业。

在政策保障上，重点完善三大机制。一
是政策扶持机制。加大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
合力度，每年从财政支农专项中安排资金，支
持全区现代种业发展。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

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源投向种
业。落实种业企业各项税收金融扶持政策，
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二是人才保
障机制。支持种业领域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
队申报项目。1人入选第四批国家“万人计
划”，5个创业团队（人才）分别入选“泛 3315
计划”和“泛创业鄞州·精英引领计划”。三是
要素倾斜机制。对重大育种项目的引进采取

“一事一议”政策，引进的种业企业享受区级
相关招商引资政策。切实改进用地管理，对
研发型种业企业、种业科研机构和种业重点
项目用地需求，优先予以保障。

浙江宁波市鄞州区：多举措支持种业做大做强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锐 文/图

“经过冷处理的10万株草莓苗于8月26
日定植到温室，草莓发芽分化时间提前，预

计 11月上旬草莓即可进入成熟期。”8月 20
日上午，在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北京神农天地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草莓种植基地，公司负责
人马自力指着露天轨道上培育的基质草莓

苗告诉记者，这是公司今年从辽宁省丹东市
引进并改良的冷处理草莓苗方式。

7月至8月北京正值草莓育苗后期，气候
特点是温度高、日照时间长，草莓发芽分化需
要温光条件，主要有短日照和低温两个要
素。马自力介绍，公司建有2台冷冻机的220
平方米冷库，早上6点30分通过轨道将草莓
苗从冷库中取出“晒太阳”，下午2点30分再
将草莓苗推回冷库。冷库里不见阳光且封
闭，以 18天为一个冷处理周期，将冷库中的
温度分为6天一个小周期，逐步控制在14-10
摄氏度、12-8摄氏度、10-6摄氏度之间。

“冷处理草莓苗方式比较适合规模化草
莓种植园区，一次性投资比较大。”马自力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220平方米的冷库有 2台
15千瓦的冷冻机 6万多元，100多个轨道车
10多万元，再加上轨道以及之后要增加的遮
阳棚、喷雾等设备，保守估计完整的配套设
施投资在四五十万元。

根据丹东种植户的测算，经过冷处理的
草莓苗一株价格比普通草莓苗高 0.6元，平

均达到 1.8元。“公司测算的结果也差不多，
但提早上市一个月的草莓能卖上好价钱，高
投入也有高回报。”马自力解释，公司生产的
草莓销售渠道面向京东、美团等电商平台，
每年头茬草莓产量少、口感好，一直供不应
求，价格稳定在 40-45 元/斤。随着众多草
莓种植基地或种植户的草莓集中成熟，价格
会逐步走低，只有前期价格的一半。

马自力说：“公司这批草莓苗用于基地生
产，一般来说春节前草莓销售能占到40%，也
就是三四万元。但今年用了冷处理草莓苗，
春节前上市的草莓产量将有大幅提升，预计
春节前草莓亩均收入能达到8万元。”

草莓种苗的冷凉地繁育技术、扦插技
术、全程病虫害防控技术和夜冷技术的使用
促进了种苗质量的提升。“技术的多元化发
展给了农户多种选择的机会，所有这些技术
的应用，最终的目的就是增加农民收入。但
是技术的选择应用要与农户的实际情况相
适应，这样才能实现最高性价比。”北京市农
业技术推广站推广研究员宗静说。

北京顺义区：草莓育苗加“冷”果实成熟提早

北京神农天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草莓种植基地的工作人员将装满草莓苗的轨道车
推回冷库。

青岛康大集团现代化的种兔兔舍拥有环控、喂养自动化系统，实现全程数字化饲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