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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海，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誉董事长、国家玉米工程技术中心主
任，被誉为“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
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初心不改、坚持不懈
开展玉米高产攻关试验，为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为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做出了重要
贡献。

2021 年 10 月，笔者参加了陕西省有
关方面组织的振兴种业课题调研组，专程
前往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登
海种业）学习考察。期间，我们为玉米高
产育种的成就所鼓舞，为李登海勇攀科技
高峰的精神所感染，更为中国种业振兴的
愿景所振奋。

“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必须加大”

来到登海种业的试验田，这里试验
示范种植的玉米品种令人目不暇接。在
登海种业第十九实验场玉米制种田的地
头，公司董事长王龙祥介绍：“目前登海
种业在全国各地已经设立了 20 多个子
公司，从黄淮海到海南岛，从大东北到大
西北，都有我们的玉米育种科研基地。
登海种业现在每年都能推出一批玉米新
品种，2021 年上报送审的玉米新品种就
有 33个。”

在登海种业高科技研究院座谈时，我
们见到了刚从地里赶回来的李登海。他
虽年逾古稀，但身体很硬朗。从 1972 年
开始从事玉米育种科研，他大半辈子都是
在跟玉米打交道。

“搞育种，最关键的是两条，一是人
才，二是投资。”李登海侃侃而谈。目前，
登海种业共有科技人员111名，中高级职
称人员达到 68 名，其中 16 人具有研究员
职称，9名中青年专家和拔尖人才享受国
务院和省级特殊津贴，7人入选山东省科
技人才库。登海种业先后建成 6 个国家
级、2 个省级研发平台，联合 33 家单位发
起成立了“国家玉米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成为全国最大的玉米科技研发创新
平台。近几年，公司每年投入科研资金都
高达 8000 多万元，加快提升企业的研发
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我们的玉米良种很畅销！”李登海爽
朗地笑着说，“目前我们的玉米育种有两
个主攻方向，一是继续探索玉米高产道
路，向每亩土地要产量。二是研究适宜机
械化作业的新品种，以满足新型经营主体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生产需求。”

我们与李登海就种业发展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探讨，他最关注的是种业知识产
权保护。

“对于农作物育种产业来说，知识产
权保护太重要，解决的力度必须要加大。
已经到了该唱国歌的时候了！”李登海说，
企业投入巨资，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新品
种，刚进入市场，就有人拿去稍加“配制”，
既没有多大投入，也没有花费多少时间，
就搞成一个“新品种”，还堂而皇之地当作
自己的“科研成果”去申报，甚至在种子质
量上粗制滥造坑农民。“这种做派很恶
劣！国家一定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严厉惩处那些欺世盗名、搞乱市场的人！”

李登海还就陕西省的粮食安全问题
谈了看法。陕西有自古丰饶的八百里秦
川，有陕南秦巴山区和汉中“小盆地”，还
有面积广阔的陕北黄土高原，地理环境和
自然气候多样，出产也很丰富，发展粮食
生产和多种经营潜力很大。他说：“特别
是陕北黄土高原，如果把水的问题解决
好，沙漠变良田，发展粮食生产和良种制
种有巨大潜力，建议争取国家立项支持，
打造陕北黄土高原粮仓。”

“一旦瞅准了，非干到底不行”

李登海 1949 年 9 月出生于山东省莱
州市后邓村。这里地处胶东平原粮食产
区，但因多种原因，粮食产量一直很低。
1968年，李登海初中毕业回乡，决心努力
改变粮食低产的局面。

1972 年，李登海担任了村里的农科
队队长。农科队的主要任务是引种新品
种，进行高产栽培试验，玉米、小麦、地瓜、
花生什么都搞。从那时起，李登海与科学
种田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回忆，那时候胶东农村种的玉米品
种主要还是当地的“二马牙”等传统农家
种子，一亩地产量也就二三百斤，而小麦
一亩地能打四五百斤。“为什么‘大粒’（玉
米籽粒大）的产量还不如‘小粒’（小麦籽
粒小）的？”后来，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美
国的玉米亩产已达到了1000多公斤，“我
们太落后了！”这让他受到很大的触动。

“路是人走出来的，事是人干出来的，
只要肯钻研，就能出道道。”李登海和年轻
的伙伴们商量，决定从抓三件事入手：一
是加强刻苦学习，钻研农业科技；二是进
行土壤分析，改革耕作制度；三是大力引
进良种，进行丰产实验。

当务之急是下功夫攻克农业科技知
识先天不足的难关。

“头三脚难踢，不付出艰辛努力根本
不行！”李登海借阅大量有关书籍，购买、
订阅了十多种有关农作物育种和栽培的
书籍报刊。他把书刊装在口袋里，工前工
后，田间地头，哪怕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也
要见缝插针地翻开看上几眼。有时走路
也在琢磨，有人喊，他都听不见。晚上在
煤油灯下学到凌晨两三点是常有的事，一
天晚上他竟搂着书睡着了，睡梦中碰翻了
燃着的油灯，枕头、被子都着了火，差点引
起一场火灾。

几年间，他学完了《遗传育种》《土壤
肥料》等十几种基础理论书籍，写下了 20
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和实验记录，整理了20
多项有关育种、栽培、肥料等方面的实验材
料，逐渐在农业基础理论方面开始入门。

搞科研不能光在“纸上练兵”。
李登海带领一帮青年搞起了小麦、玉

米、花生三种农作物的管理栽培。经过在
试验田里无数日夜的劳作，农科队丰产田
里的玉米产量一举突破了500公斤大关，
村上大田里的小麦、玉米、花生产量也都
有了明显提高。村里那些对他们斜眼看
待的人开始改变看法：“李登海这帮小青
年，还真有点门道，行，有出息！”

这时，李登海得到了一个信息：省内
外许多科研部门，都在为夺取玉米750公
斤的高产而攻关。他心动了：“咱也加入

这个培育玉米高产的冠军赛，怎么样？有
了好种子，就能多打粮。咱想办法搞点好
种子，说不定就能把产量搞上去。”农科队
的伙伴们都赞同李登海的看法。可四周
八县跑了个遍，他们也没找着能打700公
斤的玉米种。

“现成的良种找不来，咱自己攻关行
不行？”李登海的“犟劲”上来了，“啥事一
旦让我瞅准了，就非干到底不行！”他啃书
本，搞实践，向内行学，千方百计提高玉米
产量。

1974 年，李登海得到了去莱阳农学
院（现为青岛农业大学）深造的机会。在
这里他遇到了“伯乐”——刘恩训副教
授。刘恩训送给李登海20粒来自美国的
分离自交系基本材料“XL80”，说上一年
种植试验表现抗病性强，对大小叶斑病基
本免疫，丰产性状也好，让他回去试试，可
能有希望。

拿到这 20 粒种子，李登海如获至
宝。当年5月，他把这些金贵的种子一粒
一粒点种到试验田里，从小苗出土到收
获，他几乎天天泡在田里观察、记录。

这样的试验连续做了几年。终于在
搞了 4000 多个组合、考察记录了 50 多万
个数据后，分离选育出“掖 107”这个比较
理想的玉米自交系。并且在不断分离的

“XL80”系统里，出现了高配合力和高产
的株系。

1978年秋天，为了加快育种步伐，李
登海决定到海南岛去加代育种。他和伙
伴们吃着从家乡带去的萝卜干，住在四面
透风的草棚子里，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除虫锄草、田间管理，哪一样都比家乡的

“三夏”还要忙、还要苦。
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收获了

3.6 公斤的“掖 107×黄早 4”（定名“掖单 2
号”）玉米良种，种在家乡后邓村的土地
上。1979年，“掖单2号”夏玉米亩产达到
776.9公斤，这是我国第一个亩产超过700
公斤的紧凑型玉米杂交种。

李登海的第一个育种目标实现了！

在开创中国玉米高产道路
上风雨兼程

李登海玉米育种的脚步非但没有停
歇，还越迈越快、越迈越大。他坚持每年
都有五六个月驻扎在海南岛，在南繁基地
摸爬滚打，以一年三至四代的育种速度，
开辟着中国玉米育种的创新事业。

为了育种事业，李登海“豁出命来”苦
干实干。

育种试验田是他的“心尖尖”，种到地
里的种子破土了，他每天都要跑到地里看
好几次，给玉米套袋时在田间一站就是五
六个小时，多年操劳，积劳成疾。有一年南
繁育种期间，李登海到陵水县城买东西，傍
晚回到基地，就急匆匆跑到育种田去看他
的“宝贝”。谁知两头水牛把地里的玉米苗
啃食、踩踏得一片狼藉！李登海脑袋“嗡”
的一声，两眼一黑，一屁股坐到地上，一个
大男人哭得撕心裂肺。此后很长一段时
间，他一听到牛叫就头疼欲裂……

为了育种事业，李登海敢闯敢试。
上世纪 80 年代初，后邓村和全国各

地一样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5 年，李登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营
玉米产业化的种子企业“掖县后邓农业实
验站”。1992 年，在烟台市领导的支持
下，李登海把自己的家底进行了评估，与
企业主要管理人员和科技骨干共同出资，
组建起全国首家集科研、生产、推广、经营
于一体的种子产业化农业科技企业。
1997年，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李登海斥
资 2400 万元收购了镇种子公司，组建了
莱州市登海种业有限公司。1999年3月，
公司经莱州市体改委批准改制为莱州市
登海种业（集团）有限公司。2000 年 11
月，经山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批准，
设立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4月18日，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深圳交易所上市，“登海种业”成为农业
高科技上市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粮食、棉
花、油料、糖料等农作物种子的自繁自育、
分装销售及进出口业务，主攻方向为玉米
育种与高产栽培技术研究和推广。

李登海总结出“紧凑株型＋高配合
力”的育种理论，他带领的登海种业科研
团队不断刷新着玉米单位产量：1986 年

“掖单 7 号”夏播玉米亩产达到 892.5 公
斤，同年“掖单 6 号”夏播玉米亩产达到
962.1 公斤，分别成为我国第一个亩产超
过800公斤和900公斤的紧凑型玉米杂交
种；1989年，“掖单13号”夏播玉米亩产达
到 1096.29 公斤，成为我国第一个亩产突
破 1000 公斤的紧凑型玉米杂交种，并首
创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接着，又创造出
我国第一个亩产超过1100公斤和亩产达
到 1239.14 公斤的高产纪录；2005 年，“登
海 661”亩产达到 1402.86 公斤，在创造国
内玉米亩产量新高的同时，再创世界夏玉
米亩产最高纪录；2013 年，“登海 618”在
新疆种植亩产达到 1511.74 公斤，成为我
国第一个春玉米亩产突破1500公斤的紧
凑型玉米杂交种……

多年深耕玉米育种行业，登海种业取
得了骄人的业绩：位居中国种业五十强第
三位，是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国家
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国家玉米
新品种技术研究推广中心，是国家创新型
企业、农业产业化国家龙头企业。先后共
有112个玉米品种通过了国家审定，其中
近 3 年通过国审的玉米新品种就达 67
个。培育的玉米新品种先后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星火奖一等奖等数
十项奖励，在全国累计推广面积超过 14
亿亩，增加社会经济效益1400多亿元。

不懈攀登科学技术高峰，李登海从一
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家子弟，成长为
海内外闻名的农业科学家。从1997年至
今，他担任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玉
米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及农村科学
技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先后被山东农业大
学、四川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等多所
高校聘为客座教授……

即将到来的虎年春节，李登海还会跟
此前 40 多年一样，在南繁基地的玉米育
种田里度过。他继续带领着科研团队，朝
着“开创中国玉米高产道路，赶超世界先
进水平”的目标，矢志不渝，奋勇攀登。

（张延寿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农工委
原主任；边江系新华社陕西分社原副社
长；陈梁系陕西省种子工作总站农艺师）

玉米高产育种路上的跋涉者
——记“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李登海

□□ 许永飞 马雪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腾飞

先用嫁接刀将太青杨砧木
劈开，再将无絮毛白杨细枝接
穗一端削平，外皮对齐放入劈
口内……不到一分钟，在技术
人员手中，一个“毅杨1号”毛白
杨“炮捻嫁接”便完成了。1月6
日，在山东冠县国有毛白杨林
场院内，8名技术人员忙得热火
朝天。“这是新培育出的无絮毛
白杨，生长快、适应性强，我们
每年都要嫁接30余万节这种毛
白杨植株，并发往全国各地。”
冠县国有毛白杨林场场长申中
文介绍说。

毛白杨树体高大挺拔、叶
大荫浓，主根和侧根发达，生命
力强，生长迅速，是很好的防风
固沙树种。冠县为改变黄河故
道区“大风一刮不见家，庄稼年
年被沙压”的窘况，持续广泛种
植毛白杨，涵养黄河故道生态，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并于
1983年建设了冠县毛白杨种质
资源库。

几十年来，中国工程院院
士、北京林业大学朱之悌教
授、张志毅教授、康向阳教授
等一大批研究人员依托冠县
毛白杨种质资源基因库，开展
毛白杨良种选育研究，在毛白
杨优良基因资源收集保存利
用、毛白杨多圃配套系列育苗
技术、三倍体毛白杨新品种选
育等研究中获得重大突破。
为解决毛白杨飞絮给生态带
来严峻挑战的问题，毛白杨林
场与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机
构合作，通过国际领先的染色
体加倍技术和长期的田间测
试，选育出无絮毛白杨新品
种，解决了飞絮问题。

在此基础上，冠县国有毛
白杨林场选育培育出“三毛杨”

“毅杨”“北林”“鲁选”等一系列
新品种和良种 56 个，其中 10 个

品种获得国家级林木良种证
书。这些毛白杨品种有遮阳、
滞尘、降噪等生态防护作用，可
广泛用于城乡绿化及速生丰产
林建设。

通过加强科研攻关，提高
种业科技创新能力，截至目前，
冠县国有毛白杨林场累计建设
杨树种质资源库875亩，共计保
存种质资源 3235 份，其中毛白
杨种质资源 2430 份，小叶杨种
质资源505份，刺槐、榆树、柳树
种质资源300余份，形成了全国
面积最大、品种最全的毛白杨
种质资源库，被誉为“毛白杨新
品种的摇篮”，持续为我国生态
环境改善提供良种保障。

目前，冠县的无絮毛白杨
每年向全国各地提供优质良
种苗木 50 余万株，在山东、河
北、河南、山西、青海等华北和
西北省（区）均有种植，产生了
巨大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无絮毛白杨“铺绿”黄河故道
山东冠县建成全国最大毛白杨种质资源库

□□ 刘敬宗 文/图

2021 年 12 月 30 日，柑橘新品种“夏雅柑”获国家植物新品
种权授权。这是去年年终，四川省丹棱县农业农村局柑橘专
家文荣中收到的“新年礼物”。眼下，他正在果园察看柑橘新
品种长势。

他介绍，“夏雅柑”属于难得的、极晚熟橘橙新品种，油胞细嫩
光滑，易剥皮，脆嫩化渣，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为实心果肉，且易
储存、耐储存。头年开花，次年 4月成熟，可留树保鲜至 6月，储存
期可延长至 7 月下旬。据了解，作为主研究人员之一，文荣中于
2015年培育了杂柑新品种“大雅柑”，去年 6月又培育一个杂柑新
品种“金乐柑”。

新品种的选育成功，进一步延长了丹棱柑橘的上市时间，为丹
棱柑橘产业的发展增添了新动力，可为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文荣中在果园察看“夏雅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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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发展现代农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
础。种业振兴需要多方面的支持，法治保障是关键。2021年12月
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简称《种子法》）的决定。修改重点在于五个方
面：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激励育种原始创新；加强种质资源保
护；完善法律责任；强化放管结合。

一是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新《种子法》通过扩大植物新品
种的保护范围、扩展保护环节，强化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设计，加大保
护力度，实现对植物新品种权的全链条保护。为平衡品种权所有人与
收获材料的经营者等其他主体的利益，规定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对繁
殖材料已有合理机会行使权利，不再对收获材料行使权利。

二是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新《种子法》中第一条开宗明义将“加强
种业科学技术研究，鼓励育种创新”列为立法目的。并在第十二条增
加了国家支持生物育种技术研究的规定，在第六十三条规定：“国家加
强种业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保障育种科研设施用地合理需求。”

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市场上与原始品种竞争，所获得的收益与付出
的成本、承担的风险严重不对等，对于原始育种者显失公平。新《种子
法》建立了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激励育种创新，通过建立利益调节机
制，加强对原始育种者的权利保护，从源头上解决种子同质化难题。

新《种子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明确规定，对实质性派生品种实
施以商业为目的利用时，应当征得原始品种的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
的同意。实质性派生品种的认定需要借助现代技术，通过量化的方
法来确定派生品种与原始品种之间遗传特性的相似度。为此，新

《种子法》第二十八条第五款规定，由国务院对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
的实施步骤和方法作出规定。

三是加强种质资源保护。新《种子法》在第九条增加了“重点收
集珍稀、濒危、特有资源和特色地方品种。”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向
境外提供种质资源，或者与境外机构、个人开展合作研究利用种质
资源的，应当报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批准，并且，国
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将批准情况通报国务院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

四是完善法律责任。为提高对侵害植物新品种行为的威慑力，新
《种子法》加大了对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具体体现在以
下两个方面：落实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故意侵犯植物新
品种权的行为加大了惩罚性赔偿数额。新《种子法》第七十二条规定，
对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获利或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使用费可以确定数额
的，将赔偿数额的上限由三倍提高到五倍，难以确定数额的，将赔偿限
额由三百万元提高到五百万元。同时，加大对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
处罚力度。将生产经营假、劣种子处罚的货值金额的基础界限从一万
元提高到二万元，对生产经营假种子货值金额在二万元以下的，处罚
金额从“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提高到“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下”。将生产经营劣种子的货值金额在基础界限以下的处罚金额从“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提高到“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五是强化放管结合。第一，明确职责。对第十一条第一款和第三十一条中省级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核权的性质做了明确界定，即属于方便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的
程序。明确向境外提供种质资源，与境外开展合作研究利用种质资源以及种子进出
口生产经营许可证由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批准。国务院农业农村、林
业草原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
接收申请材料。第二，放管结合。根据新《种子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由于不可抗力原
因，为生产需要必须使用低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标准的林木种子的，不再需要单独审
批。第五十七条规定，放宽了对非农作物种子进出口业务的监管，只有从事农作物种
子进出口业务的，应当取得种子进出口许可，而从事非农作物种子进出口业务，无须
取得种子进出口许可；取消了林木种子的进口审批。

除此之外，新《种子法》还通过强化对种子生产特别是果树种苗生产检验、检疫管理来
规范种子生产经营行为，防止携带疫病果树种苗进入市场。

《种子法》的修改是我国种业法律制度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修改后的《种子法》体现了
新发展理念，尤其是我国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回应了种业振兴制度需求，将为
种业振兴、夯实我国种业基础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农业农村法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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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在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太平溪镇许家冲村智能育苗工厂的无性系茶树良
种繁育基地，60多名群众加紧对无性系茶树良种进行剪枝和扦插，将在春节前完成10万株
茶叶穴盘育苗，以满足省内外茶苗订单的需求。

该基地目前已建成国家现代农业标准化茶园和无性系茶树良种繁育基地500亩，
福鼎大白、宜昌大叶种、安吉白茶等10多个茶树良种茶苗畅销全国各地，方便了群众
在家门口打工就业。 张国荣 摄

湖北宜昌市夷陵区：茶树良种育苗忙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颖

为深入了解我国种业发展所面临的
问题，展望我国种业的发展前景，助力北
京市通州区于家务国际种业科技园发
展，日前，北京市科协举办了我国种业发
展的“道”与“策”专题沙龙暨市科协专业
智库“论策论道”首场活动。活动由通州
区人民政府支持，北京农学会、北京科技
记者编辑协会、于家务国际种业科技园
区共同承办。

为全面推动市科协专业智库基地服
务通州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际一流
的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
范区和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建
设，北京市科协与通州区政府签订了
2022年度合作意向书。为做强北京市通
州区于家务国际种业科技园，培育一批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种业企业，北京
农学会与于家务国际种业科技园区签署
了战略合作意向书，后续将在科技成果
转化、高新技术试验示范与人才培养等

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中国农科院研究员、农业监测预警首

席科学家许世卫，农业农村部玉米专家指
导组组长、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
研究员赵久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杂交小
麦项目首席科学家、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
究员赵昌平，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所知
识管理与情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郑怀
国，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种子管理处处长王
艺中，以及通州区于家务乡党委书记何志
达，分别就中国种业展望、玉米种业持续
发展历程及未来发展方向、小麦种业研究
及产业发展状况、我国种业国际竞争力分
析、北京市种业政策及展望以及于家务国
际种业科技园区的实践与思考等主题进
行了汇报和分享。

据介绍，北京市科协成立了 20家专
业智库基地，其中现代农业专业智库基地
依托北京农学会设立，建立了一支覆盖农
业所有学科领域的200人的专家队伍，为
北京市农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支撑。

北京市科协专题沙龙“论道”种业发展

种业资讯

业界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