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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鑫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紫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国家战略
性、基础性核心产业。热作产业是保障天然橡
胶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带动热区经济发展的重
要产业，热作种业是热作产业发展的基础，种
业大发展，热作种业不能缺席。

热作种业比较优势突出

热作种业是南南合作的重要载体。热带
地区国家多、人口众，“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主要在热带。热作品种已成为与热区国
家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
访问古巴，向古巴人民赠送了辣木种子，这些
种子如今已经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成为中古
友谊新的见证。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广泛深远。在这一背景下，加强热作种业国
际合作前景广阔。

热作种业是我国种业突围的重要突破
口。全球种业格局在深度调整，种业国际竞
争在加剧。然而，国际种业巨头业务主要集
中在玉米、大豆、小麦等温带作物领域，热作
种业是国际种业巨头控制的薄弱环节。大力
发展热作种业，不仅有利于深化我国与热区
国家交流合作，更可能在国际巨头的严密包
围下率先突围。

种业是保障天然橡胶这一战略物资供给
的基础。为国植胶、巩固国防、保障民生是热
作人的初心使命。我国天然橡胶打破了国际
上“北纬17度以北无法种植”的论断，实现了橡
胶树大面积北移种植，最北到达北纬24度。近
年来，天然橡胶贸易竞争在加剧，在这种情况
下，谁掌握了种质资源、选育出良种，谁就能在
产量、质量、成本上占据优势，在残酷的市场竞
争中站稳脚跟、取得主动。随着1800万亩生产
保护区的划定，要夯实生产基础、保障战略资
源安全供应，就必须加快选育早产丰产、胶木

兼优的橡胶树新品种。
种业是热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随

着消费升级，人民群众对荔枝、龙眼、香蕉等热
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品质要求不断提升，
培育绿色生态、营养安全、品质优良的新品种
是市场的客观需求。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
橡胶白粉病、香蕉枯萎病等病虫害为害严重，
必须加快选育高抗病虫害品种，减少农药化肥
等投入，提高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促进节本增
效。随着热作生产劳动成本攀升，尤其是橡胶
割胶、咖啡剑麻采收等耗费大量人工，必须加
快培育适宜机械化作业的品种，助力生产方式
转型升级、生产效率提高。

热作种业支撑产业发展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成涵盖热作种质资源
收集、保存、鉴定、编目、分发利用及资源信息
的全热区工作体系，建设了橡胶树、木薯、荔
枝、龙眼、芒果、香蕉、剑麻、南药等一批热作种
质资源圃和种质创新基地，圃存资源总量 30
种、3.8万份以上，资源保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同时，在全球率先开展了热作全基因组测序研
究，胡椒、椰子、木薯、芒果、橡胶、辣木等作物
基因组测序水平世界领先。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新品种不断涌现，
扭转了热作生产主要依赖引进品种的局面。
研发推广了“观音绿”荔枝、“冬宝 9 号”龙眼、

“凯特”芒果、“华南”系列木薯、“文椰”系列椰
子等一批热作优良新品种，40多个品种通过国
家热作品种审定，制定了 17 个作物的 34 个品

种审定规范及试验技术规程。高抗香蕉枯萎
病品种“中蕉 9 号”，能较好替代枯萎病严重地
区主栽的巴西蕉等品种。速生高产晚熟品种

“热研 7—20—59”，已成为新一代全周期间作
模式胶园的主栽品种。

我国热作种业生产供应经营主体数量不
断增加，国家种子生产经营许可企业数超过
300 个，其中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 11 个。建
设国家天然橡胶良种苗木补贴基地40个以上，
年供苗约 1000 万株，补贴地区良种覆盖率
100%。认定建设了 3批、21个南亚热带作物良
种苗木繁育基地，热作品种结构不断优化，天
然橡胶、香蕉等主要热作良种覆盖率超90%，主
要热作商品种苗供应率超 80%，有效保障了热
作生产需求。

近年来，随着我国种业对外开放进程的不
断加快，橡胶树、菠萝等热作种质资源规范交
流进一步加强，累计引进 2000 份热作种质资
源，一批抗病、高产或抗寒种质资源的引进，填
补了我国热作种质资源空白。同时，我国严格
按照有关规定出口辣木等热作种子，广泛开展
热作技术交流合作，促进了世界热作产业发
展。例如，我国企业在柬埔寨推广“华南 5 号”
木薯品种 650 万亩，改变了当地多年来无木薯
主栽品种的状况，有力服务了“一带一路”农业
合作。

种业发展与热作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相
比，仍存在诸多短板；基础薄弱，尤其是热作种
质资源家底尚未摸清，自然生态下的热作种质
资源种类与数量显著减少，野生近缘植物消失
速度加快；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与小麦、水稻等

主要农作物相比，我国多数热带作物育种创新
还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自主研发、抗逆性强、
推广范围大的优新品种数量还不多；品种保护
难度大，热带作物育种周期长，且多以无性繁
殖为主，以枝芽、组织的嫁接、扦插、培养等方
式即可获取新品种，扩繁成本不高，新品种知
识产权保护难度大；热作种业企业实力不强，
几乎没有专门从事热作种业经营的龙头企业，
这已成为制约热作种业和热作产业发展的最
大障碍。

热作种业需要政策协同

加大对热作种业前沿性、基础性、公益性
研究的投入。研究实施热作种业提升专项，支
持热作种质资源圃（库）建设，打造一批重点研
究平台和试验基地。研究恢复实施橡胶树等
热作良种补贴，提高良种覆盖率。建立政府引
导、企业主体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对符合
条件的热作种业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
信贷和税收优惠，引导开展商业化育种、育种
创新、种子生产加工基地等建设。

抢抓热区海南建设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
引进中转基地的重要契机，面向世界广泛开展
热作种质资源收集和共享交流。完善热作资
源圃（库）设施条件，加强低温离体保存等先进
技术在热作种业中的应用。建设精准鉴定基
地和规模化基因挖掘平台，提高种质资源精准
鉴定评价和挖掘利用水平。教育培养一批热
作种质资源专业人才，打造一批热作育种顶尖
人才和团队。

支持开展热作育种理论方法和分子育
种、检测检疫、抗性鉴定、生产加工、信息管
理等关键技术研究。大力发展生物育种技
术，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在种业中的应
用。建设育种协作机制，开展荔枝、香蕉、龙
眼、橡胶树、木薯等跨区域、跨单位的区域试
种和良种联合攻关，尽早实现重大良种突
破。完善与农业种业大数据平台相衔接的热
作种质资源信息平台，提高资源和信息创新
利用水平。

突出育种企业主体地位，支持优势热作种
业企业建立自主研发机构，构建以育种龙头企
业为主体的热作种业科技创新体系，支持其重
点开展瓜菜、果树等热带和亚热带作物种质资
源搜集、保护、鉴定以及育种材料的改良和创
新研究。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培育育种基础
好、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的热作种业龙
头企业，打造种业核心竞争力，支持发展一批
专业化程度高的中小繁育企业。
（作者单位：钟鑫，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

优势明显 前景广阔
——热作种业发展调查

□□ 万清平 袁新华

日前，在湖北省国营朱湖农场全国全
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建设菱角湖三合片
区，一片片精心整治后的土地一马平川、沟
渠纵横，一排排刚刚栽种的树木绿意盎然、
生机勃勃。正在现场协调推进植树工作的
朱湖林业站站长袁新华说：“地成方、渠成
系、树成排，是这次国土综合整治的重要内
容，今年，我们要完成植树造林10万株。”

在项目实施的规划设计中，朱湖对需
要整治的全域 7.2 万亩面积采取“见缝插
绿、见缝补绿”的方式，实施“绿满朱湖”行
动，沟渠路整治完成一处，绿化美化跟进实
施一处。根据地域特点，大力营造护渠林、
行道林、固坡林、观光林、风景林，在“和美

乡村”示范村三合新村栽种村庄美化林，形
成各具特色的绿化风格。同时，组织专班
对全域近百公里渠路沿线已有林木进行维
护保养，清除杂草杂物，为树木旺盛生长扫
清障碍。

在朱湖农场朱湖国家湿地公园主要进
出通道汉川渠路渠建设现场，为确保沿线
宝贵的水杉树种少受影响，施工人员多次
改变施工方案。在现场推进工程建设的孝
感市孝南区环境保护分局局长周洁说：“宁
可多花人力物力，也要做到不伤树或尽最
大可能少伤树。”

目前，朱湖农场花卉苗木基地面积达1
万多亩，全域实有林木419.66万株（含花卉
苗木），森林覆盖率 34%，每年释放 9.34 万
吨氧气，被喻为“天然氧吧”。

湖北国营朱湖农场

抢抓时机植绿补绿

安徽农垦大圹圩农场
不误农时抓春管保春耕

近日，正值安徽省农垦集团大圹圩农场有限公司2万亩优质小
麦返青拔节期化学除草的“窗口期”，农场公司各生产经营部抢抓天
气回暖有利时机，积极组织种植户利用无人机、自走式打药机等为
小麦喷施除草剂，田间地头人机忙碌，掀起春耕备耕生产热潮。

农场公司把春耕备耕作为当前首要工作任务，及时组织召开春
季田管工作会议，成立了农业技术协作小组，开展了专业技术培训
与麦田化学除草试验，并针对当前苗情及天气情况制定了病虫草害
防治方案。同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加强分类指导，强化
监测预警，推进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等工作，为农场公司全年粮食
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截至目前，农场公司小麦化学除草面积已
完成1.1万亩。 薛晓旭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壹

江苏农垦弶港农场
智能大棚升级特色高效农业

近日，江苏农垦弶港农场的电气化智能温室大棚里，瓜农们
一线排开，娴熟自如地嫁接西瓜幼苗。该场采用的电气化智能
恒温大棚，温度均匀，有利于西瓜苗快速生长发育，出苗率可高
达95%，成品苗不仅供应本地，还不断向周边乃至外省市拓展销
售，为本地名牌农产品“东台”西瓜品质和效益的稳步提升打下
坚实基础。图为瓜农正在进行西瓜苗嫁接。 丁海虹 摄

近日，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八五六分公司的实验室内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一
盘盘秧苗茁壮成长，科研人员正在开展水稻室内育苗试验，从而获取辖区水稻主栽品种
各项数据，为实现粮食稳产增产插上科技的“翅膀”。截至目前，八五六分公司已累计对

“绥粳18”“龙粳31”等多个适合本地生长的水稻品种进行了9批次试验，制定了8个标准，
秧盘育苗3.6万多株。图为技术人员察看秧苗生长情况。 刘思琪 周剑 摄

□□ 李慧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紫

一年好景春潮涌，万物复苏备耕忙。
眼下正值春耕备耕的关键节点，呼伦贝尔
农垦大兴安岭集团公司认真研判当前农业
生产形势，科学谋划，精心部署，全力做好
备耕工作。

惠民信贷让生产资金充足

“这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年前刚给
儿子买了婚房，正是钱紧的时候，队长通知
我们办理这个‘种植贷’，利息比我们自己
去银行办理低，手续还简便，资金到位也
快，一点不耽误购种购肥，可真是为我们这
些种植户办了大好事！”东方红农牧场分公
司九队职工高志刚说。

为切实解决职工备耕资金困难问题，
近日，大兴安岭农垦集团公司与中国银行
协调，开展“惠农e贷”特色产品“种植贷”业

务，简化流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上门为职
工办理惠农贷款，根据种植面积申请贷款
额度，享受 3.95%的最低年利率优惠，贷款
可随用随还，以金融“活水”助力职工群众
发展生产。

放心种肥让生产物资无忧

种子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按照呼
伦贝尔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印发的《大宗物
资统一采购管理办法》规定要求，大兴安岭
农垦集团公司各单位需要的种子通过内蒙
古产权交易中心招标采购完成，目前25.85
万公斤大豆种子、12.98 万公斤玉米种子、
5.5万公斤小麦种子已全部到位，各单位精
心挑选成熟度高的预留籽种，也已完成精
选工作。

同时，为确保种植户用上质量好、价格
低的优质化肥，大兴安岭农垦集团公司提
早征集各农牧场公司及种植户购肥建议，

统计施肥用量、肥料种类，由大兴安岭物资
石油供销总公司统一采购，按照统一价格
供应，规范生产资料进货渠道，降低生产成
本，避免种植户因使用假冒伪劣产品造成
财产损失，同时为农业生产抢农时、提标准
打牢基础。

据介绍，为保障垦区春耕备耕顺利开
展，确保职工用上放心肥，物资石油公司积
极筹措资金组织货源，用最优惠的价格为垦
区职工采购化肥。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对农
资市场的影响，早计划、早部署、早落实，充
分发挥农资流通主渠道作用，根据化肥市场
的供需情况，调整冬储化肥的品种结构，加
大化肥采购和调运力度，做好化肥的储备工
作。截至目前，已储备各类化肥1.9万余吨，
完全满足集团公司125万亩耕地使用。

科技助力让农机工作高效

在呼伦贝尔农垦兴禾农牧业服务有

限公司院内，身穿红色工装的工作人员
正忙碌着检修机械。今年，大兴安岭农
垦集团各类农作物播种面积达 128.9 万
亩，为确保农作物播种质量，大兴安岭农
垦自 2020 年起，以呼伦贝尔农垦兴禾农
牧业服务公司为主体，打造现代化农机
综合体。

“春耕期间，大兴安岭农垦集团公司将
投入动力机械 4452 台，配套农具 12355 台
（套），全部投入到各统管队农业生产中
去。”兴禾公司工作人员介绍。

为切实做好春耕农资供应工作，大
兴安岭农垦集团公司抢前抓早，立足大
局，科学谋划，积极部署春耕备耕各项任
务，为保障全年粮食安全和农业丰产丰
收打下坚实基础。目前，大兴安岭农垦
集团公司所属各农牧场公司主要春耕物
资、农机设备准备充足，各项备耕工作顺
利推进。

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集团

早部署早落实 全力做好春耕备耕

广东农垦红江农场有限公司红江橙丰收。 钟炎波 摄

编者按：粮食是社稷之基，种业
则是粮食之本。近年来，我国种业发
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为粮食丰产丰收
和国计民生提供了重要保障。面对
现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日益激
烈的科技竞争，我国种业特别是热作
种业的发展，比任何时期都更为紧
迫、更为重要。

□□ 孙远辉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于涵阳

三月春光好，春茶采摘正当时。3月14日，位于广东省徐闻县曲界镇的湛
江广垦雄鸥生态茶园基地的3000多亩茶叶正式开采。采茶女工三两结伴，忙
碌地掐取着枝头上的“春意”，现场呈现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行走在茶园小道间，听着春风吹拂茶叶发出的沙沙声，淡淡的茶香扑鼻
而来，让人自得一份神怡。在茶园里放眼望去，一排排整齐的茶树正吐露着
新芽，采茶女工们戴着别致的防晒帽，腰间绑着背篓，俯着身子穿梭在茶园小
道中，一丝不苟地采摘，为春意盎然的茶园带来了“烟火气”。

湛江广垦雄鸥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高树促介绍，雄鸥茶园坚持以生态种
植、生物防治方式培育纯天然、无污染的茶叶。采用“以虫治虫、天敌防控”的
生态防虫办法，既让茶树在绿色天然的环境中尽显生机，也让茶园环境达到
生态平衡。春季气温回升，蚊虫也活跃起来，茶园基地设置的蚊虫粘板和太
阳能夜光灯开启捕杀蚊虫功能。太阳能夜光灯在晚上发光，吸引蚊虫聚集后
集中杀虫，一个夜光灯的杀虫功效可以覆盖 20 亩左右大小的茶地。除此之
外，在茶园基地铺盖甘蔗叶，从而起到保水松土、抑制野草生长的作用，最后
转化成天然生态肥料。

在该公司智能化、无污染的生产车间，刚采摘下来的茶叶经过摊青、
杀青、揉捻等一系列加工程序，变成茶叶制品。该公司不断改良制茶设
备，联合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等部门共同研发出国内较为先进
的茶叶生产设备，建成两条全新智能生产线并投入使用，让蒸汽杀青工艺
日臻完善。

茶园不仅生态效益明显，带动引领作用也日益显现。据介绍，茶园采用
纯人工采摘方式，可以带动当地三四百人就业，采茶工人每天工资可达200多
元，助力雄鸥茶业职工及周边村民增收致富。

雄鸥茶业公司将把茶园风光、茶叶加工、茶文化与徐闻全域旅游相结
合，融进“菠萝的海”风景区，打造“茶与菠萝”的独特文化元素，走出极具徐
闻特色的“茶、菠萝与旅游相融合”新道路，为徐闻全域旅游增添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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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垦职工在雄鸥生态茶园采摘春茶。 李忠 摄

广西农垦糖业集团
开展甘蔗种植志愿服务活动

近日，广西农垦糖业集团下属的黔江制糖公司、红河制糖公司、
柳兴制糖公司80多名志愿者来到黔江制糖公司甘蔗种植区，开展以

“发展甘蔗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的甘蔗种植志愿服务活动。
在甘蔗种植现场，志愿者们抬种、摆种、撒肥，分工明确，配合

默契，各项工作有条不紊。“扩面增量工作就是要从细节做起，从小
处着手，不但要发动群众种植，制糖公司本身也要率先垂范。”广西
农垦糖业集团副总经理潘力鼓励志愿者们要通过落实有效的帮扶
措施，大力发展甘蔗产业，带领农民通过种植甘蔗过上甜蜜生活，
实现“一根小甘蔗两头甜”，有力推动乡村振兴。

广西农垦糖业集团坚持把党建工作与发展甘蔗产业深度融
合，结合当地政府出台的“退桉还蔗”优惠政策，出台了相应的优惠
扶持政策，为蔗农提供蔗种、化肥、农药、地膜、机耕补助和甘蔗种
植区基础设施建设维修，掀起了新一轮甘蔗种植热潮。

今年以来，广西农垦糖业集团按照“企业+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模式，大力推广糖料甘蔗脱毒健康种苗及水肥一体化智能灌
溉技术，并通过土地整治工程、推行糖料甘蔗订单农业、糖企扶持、
培养种植大户、加强科研单位的先进农机农艺种植推广等措施实
现甘蔗种植节本增效。 刘建斌 卢雯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