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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行记者探行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丹丹

记者日前获悉，经过安徽省种子协会
组织专家开展诚信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安
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等25家种
子企业分获不同级别的诚信等级。

“为加强安徽省种业诚信体系建
设，促进行业自律，助力安徽种业强省
建设，根据《安徽省种子诚信企业信用
等级评价办法》，今年年初组织开展了
安徽省种子诚信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工
作。”安徽省种子协会秘书长叶飞介绍，
协会牵头组织 100家主要会员种子企业
自愿签订安徽省种子企业诚信自律倡
议书，同时结合 3·15 消费者权益保护
日，通过多种载体渠道向社会发布诚信

自律倡议书签约企业名单，接受种子管
理部门和社会监督。

依据评价办法，此次参评的企业首
先应是省种子协会会员，具有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核发的种子种苗生产经营许可
证；生产经营 3 年以上，有近 3 个会计年
度的财务报表，并均有主营业务收入，处
于正常经营状态；近 3 年没有发生严重
失信违法行为，未受到司法、行政主管部
门的处罚、未列入“信用安徽”黑名单。
董事长、总经理近 3年未受到党纪、政纪
处分或法律处罚等条件。

光大银行对种子企业信用等级评价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表示将根据企业信
用等级评价结果授予不同数额的无条件
贷款额度。

安徽评出25家诚信种子企业

□□张琳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明宝

近日，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赵政阳
教授团队育成的优质晚熟苹果新品种

“瑞香红”通过国家林木品种审定。这是
该校继“瑞雪”“瑞阳”后又一苹果新品种
通过国家林木品种审定。

据悉，“瑞香红”苹果是赵政阳教授
团队采用杂交育种方法，按照“少组合、
大群体”的育种思路，于 2002年以“富士
（秦富 1 号）”和“粉红女士”为亲本进行
杂交，历时近 20 年选育而成。“瑞香红”
果形端正高桩，呈长圆柱形，果个中等，
果面光洁，全红，果实易着色；果形美、果
肉甜、味浓香；极耐贮藏；对炭疽叶枯病、
白粉病、褐斑病等抗性强；果实商品率
高，可免套袋栽培。具有“好吃、好看、耐
贮、易栽培、抗性强”的特点，适宜中低海

拔苹果产区发展。
据了解，2020 年“瑞香红”通过陕西

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同年学校
将苗木生产经营权以 1100 万元独家许
可木美土里生态农业有限公司，2021 年
获得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权，今年又
通过了国家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瑞香红”新品种因其商品率较高，鲜红
亮丽，可不套袋栽培，广受果业种植者和
销售者好评。

中国工程院院士束怀瑞认为，“瑞香
红”在黄土高原中低海拔苹果产区及同类
生态区有良好的发展潜力，希望加大推广
力度，为我国苹果产业发展做出更大贡
献。据统计，该品种两年来已推广21960
亩，势头看好。同时，根据目前销售情况，

“瑞香红”产地价每市斤6-7元，为富士苹
果价格的2倍以上，市场反响良好。

苹果新品种“瑞香红”通过国家林木品种审定

□□蔡希师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形如蝶状的紫色生菜、艳若繁花的网
红西蓝薹、风味浓郁的樱桃番茄……在今
年5月举行的浙江种业博览会上，2200余
个瓜菜新品种齐刷刷亮相，其中有不少已
经成为瓜菜生产中的“当家花旦”，不仅丰
富了百姓餐桌，更鼓起了农民钱包。

种子是农业生产的源头。自20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浙江就启动种子工程建
设，加强对优良品种的引进、选育和推广，
至今已建成一批种子种苗基地，选育了不
少农业新品种。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浙江共育
成新品种（组合）388个，其中国家审（认）
定33个、国家登记89个，获植物新品种权
保护184个。2021年，浙江选育并通过国
家和省级审（认）定农作物新品种 69 个、
水产新品种3个。随着浙江种业产业化、
市场化、商品化愈加成熟，不仅显著提高
了当地农业主导产业的良种覆盖率，而且
助推浙江加速迈向“种业强省”之路。

政府引导，规划强种路径

5月初，位于建德市大同镇徐韩村的
浙江省油菜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迎来了
由当地粮油种植大户组成的观摩团。建德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种子站站长蒋宁飞如
数家珍地介绍着生理特性、产量表现、种植
要点，口若悬河。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大户现场对比选择中意的新品种。

“我们选择在油菜丰收前、水稻种植
开始之际组织品种观摩，主要是为了引导
大户合理引种新品种，同时科学合理安排
水稻生产，确保粮油生产安全。”蒋宁飞说。

像建德这样的观摩会已成浙江推广
农作物新品种的一种新趋势。目前，全省
农业农村系统建立了省、市、县三级新品种
展示示范体系，由技术推广部门、科研院校
和种业企业共同参与，形成省级核心展示
区为主、100余个区域特色品种展示基地为
辅的展示示范网络，引导农民“看禾选种”。

由政府部门出面搭台，浙江每年要举
办种博会、水稻新品种大会等，发布一批
农作物、畜禽和水产主导品种，加快优良
品种推广应用，突出优良品种的主导作
用。去年，全省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
98%，重要畜禽良种覆盖率超96%，水产优
质种苗覆盖率达85%。

“在历届浙江种博会上，每年都会有
代表行业领先水平的新品种参展。譬如

‘台绿’系列西蓝花，打破了国外对西蓝花
品种的垄断。”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
处处长林宝义告诉记者，做强展会，通过
大舞台嫁接大市场，既让越来越多的浙产
瓜菜良种走向全国，也让浙江农民邂逅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品种，加快增收致富。

领先的背后，正是源于浙江政府部门
对种业发展政策支撑体系的不断健全。

“十三五”期间，浙江先后制定出台实施办
法，以及品种审定认定、种子储备、种质资
源保护等配套管理办法，同时，还设立农
业新品种选育重大科技专项、现代种业发
展资金，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今年，全省
计划投入 2.4 亿元，重点支持种质资源保
护、良种选育推广、南繁科研育种等环节，
率先开展订单良种奖励和杂交水稻制种
保险，为种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企业推动，注入强种动能

翻看历届浙江种博会的参展名单，记
者发现，除了科研院校，如今，越来越多的商
业化育种公司名列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浙江勿忘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美之奥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微萌种业
有限公司等数家本土种企不仅选送品种参
展，还依托网络平台进行“云端秀种”。

“种业企业的快速发展壮大，不仅能
为浙江种子保供提供有力支撑，还能助力

种业推进育繁推一体化。”浙江省种子管理
站站长施俊生介绍说，目前，全省有 1170
家种业企业，去年种子种苗年销售额达50
亿元。“千余家种企中，资本构成类型多样，
既从事种子生产销售，也与科研单位联合
开展新品种选育，他们具有先天的信息优
势和经营管理灵活优势，是科研机构和市
场、农户之间的最佳连接人，保障了种子生
产和销售渠道更加稳定。”

目前，浙江建有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
18 万亩、种畜禽场 173 个、水产原良种场
42 个，常年生产的水稻和油菜种子省内
供应充足，仔猪、能繁母猪省内供给基本
保障，常规鱼虾苗种亦可满足省内需求。
随着浙江种企声名鹊起，一大批带有“浙
江符号”的绿色优质品种走出浙江，得以
推广应用。

“勿忘农”作为浙江本土老牌种企，扛
起了“浙种输出”的大旗。近年来，他们通
过与广西嘉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度合
作，将浙江省的“中浙优 H7”等水稻新品
种推广到了广西，目前广西种植的中稻中
有五成是浙江品种。

浙产稻种输出成绩斐然，高端蔬菜品
种也不逊色。“我们发现随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大家对高端蔬菜的需求也在快速增
长。”温州市神鹿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
文斌直言，这些年，公司将目标对准高产
值蔬菜芦笋，培育出“温绿1号”这一具有
早熟、高产、抗病等特性的新品种。目前，

该品种种植规模在全国推广种植面积近
万亩。

浙江种企的蓬勃发展，推动了种业资
源、人才、资本在市场中的有效配置，实现
优质品种的持续产出与推广，为全省种业
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能。

主体增收，共享强种红利

眼下，正是单季稻播种的关键期。今
年，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的种粮大户汪琰
斌还是选择“甬优 1540”。两年前，他开
始试种该品种，平均亩产过吨，于是扩大
面积，如今已有1300多亩。有钱赚，大家
自然都会种。眼下，“甬优 1540”被当地
农民唤作“金种子”，而研发者正是宁波种
业公司。

品种究竟好不好，增收致富是关键。
近两年，在嘉兴、湖州、温州、杭州等地，蓝
龙虾稻虾混养共富项目进展显著，其中一
大“密钥”在于蓝龙虾的种苗繁育。据了
解，这一种苗由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浙江大学和湖州师范学院等单位与浙江
福居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联合攻关。

“每只蓝龙虾重约1-2两，出肉率是同
规格小龙虾的 1.7-2倍，虾青素的含量是
普通虾种的9倍以上。”福居农业公司负责
人田佳鑫说，因为个头大，虾肉多，蓝龙虾
一面市就成为广大饕客的“心头好”。

“我们希望通过品种推广、产业化发
展，助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田佳鑫告诉
记者，公司在海盐于城镇建设的“蓝龙虾全
产业链综合示范项目”，集科研、保种育苗、
外塘养殖、大宗水产品供应链集散中心、水
产品深加工和农旅体验等全产业链条于
一体，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辐
射带动了一批农户。“蓝龙虾加上水稻收
成，可为养殖户带来亩均万元的收入。”

近年来，浙江通过政府与主体相结
合，自主创新与引进开发“两手抓”，为全
省农民带来了一批又一批的优良品种，持
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稳住国家
的“粮袋子”，鼓起农民的“钱袋子”，让更
多农民搭上增收致富的科技快车。

根据规划，到2025年，浙江将建设种
质资源库（场、区、圃）100个以上，新选育
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 200 个以
上，培育综合性种业龙头企业2-3家、特色
型骨干企业15家以上、区域保障型企业20
家以上，种业年销售额达到80亿元以上。

浙江全方位推动种业产业化市场化发展

持续输出更多优质“浙种”【案情摘要】
2021 年初，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宁波种业公司”）向浙江省宁
波市农业农村局反映，其制种基地农户违
反制种合同约定，通过中间商擅自将公司
委托制种的“甬优1540”“甬优538”“甬优
12”“甬优15”等“甬优”系列杂交水稻种子
进行非法买卖获利，并形成黑色地下产业
链。接到线索后，宁波市农业农村局立即
成立种子专项执法协调小组。一方面，对
辖区内重点乡镇的水稻种植大户开展全
面排查，检查生产记录，追溯种子来源，最
终锁定宁波市奉化区方桥横铜家庭农场、
鄞州区姜山镇西山村农户、台州市天台县
平桥镇上庞村种植大户、临海市永丰斯敏
农场作为调查对象。另一方面，在浙江省
农业农村厅统一调度下，与台州天台、临
海当地农业执法部门对上述家庭农场和
种植大户开展调查取证，抽取水稻样品进
行 SSR 真实性鉴定。检验报告显示，经
48 组引物鉴定，上述样品与“甬优 1540”

“甬优 538”“甬优 12”“甬优 15”的标准样
品差异位点数为0，判定为极近似品种或
相同品种。上述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在
2020年10月至2021年2月间从黄某某处
购入“甬优1540”“甬优538”“甬优12”“甬
优15”等无正规包装和标签的编织袋种子
合计2940斤，并支付90140元。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认为，根据 2016
年种子法第二十八条，三十一条，三十三
条，三十八条以及四十九条有关规定，黄
某某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买卖宁波种业制

种基地种子构成侵权；种子未经精选、加
工、包装，仅用编织袋简易包装且没有标
签，黄某某还涉嫌非法经营假种子以及无
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非法经营种子。其
无证经营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并达到立案追
诉标准。依据国务院《行政机关移送涉嫌
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2021年6月3日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向宁波市公安局提交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随后，按照备忘协
作机制，宁波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和宁
波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启动案件
联合调查程序，至2021年12月，共刑事立
案7起，抓获相关犯罪嫌疑人9名（其中宁
波6名、嘉兴2名、台州1名），查实涉案侵
权“甬优”系列杂交水稻种子共计 36 余
吨，涉案金额180万余元。

【典型意义】
执法实践中，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移

送公安部门处理的侵权案件不多，主要
原因是执法人员对立案标准、判罚标准
认识不统一，造成案件不移送或移送不
及时、同案不同判等问题。本案在办理
过程中，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及时将案件
移送公安部门，并启动联合调查程序，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所掌握的案源、专业、技
术优势与公安机关侦查、布控、取证等优
势相结合，一举铲除了“甬优”系列侵权
稻种非法生产经营整条产业链，震慑了
违法犯罪行为，为完善立体打击侵权体
系，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破解行刑衔接
不力的难题提供了借鉴。

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请求宁波市农业农
村局处理水稻“甬优1540”等品种权侵权案

□□ 罗鑫 蔡洋

近年来，江西省南城县依托传统杂
交水稻制种大县、粮食高产创建县的优
势，搭建“三领”框架，破除“三忧”难题，
建设“三化”项目，创新“三保”机制，成功
获评国家级水稻制种大县。2021年全县
制种面积 5.12 万亩，从事制种农户 1021
户，制种产量约 1000 万公斤。预计 2022
年制种面积将达到 10 万亩，产量可达
2000 万公斤，实现产值 13 亿元，带动农
民增收 1.5亿元以上。

搭建“三领”框架，让水稻制种成为农
民会干之事。发展规划统领，编制《南城
县制种大县发展规划（2021-2025 年）》，
明确发展目标、方向路径、重点任务、保障
措施。龙头企业引领，按照县企共建模
式，引进上市企业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5.6亿元，合作共建190亩
的种业科技产业园，建成并投产后预计年
产值将达10亿元。合作社带领，采取“公
司＋合作社+农户”模式，目前，南城县各
大合作社已与安徽荃银高科、上海天谷生
物等10多家种业公司合作，形成了选育、
扩繁、订单、育秧、种植、收获、烘干、加工、
销售全产业链模式。

破解“三忧”难题，让水稻制种成为农

民肯干之事。破除“风险不可控”之忧，按
照“政府主导、财政保障、市场运作、协同
推进”“参保自愿、参保受保”的原则，创新
水稻制种保险。2021年水稻制种保险参
保率达100%，累计保险理赔1526.4万元，
切实降低了农户制种风险。破除“技术缺
支持”之忧，成立农业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为制种农户提供选种、育秧、烘干、晒种、
检测等多方面服务。破除“加工无保障”
之忧，围绕制种农户晒种、加工种子难题，
加大烘干、精选、贮藏、包装等基础设施建
设，目前每日种子加工能力和包装能力可
达 500 吨，可储藏种子 600 万公斤。计划
今年在9个乡镇建设10个种子烘干中心，
配备20台现代化新型卧式烘干机。

建设“三化”项目，让水稻制种成为农
民好干之事。打造水稻制种标准化基地，
将生产条件较差的制种田进行基础设施
改造，已累计投入 7 亿余元建成 23.15 万
亩高标农田，计划建设 15 万亩水稻制种
标准化基地。实施数字化水稻种业模式，
计划建设水稻种业大数据中心、数字化综
合服务平台等，提供农田环境监测、种子
田间生产管理、线上种子交易、农机服务、
农技咨询等全方位、便利化服务。推进水
稻生产全程机械化试点，出台《南城县水
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服务中心建设试点实

施方案的通知》，整合涉农项目资金和农
机购置补贴资金等共 600 万元，设立 6 个
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服务中心，为周边农
户提供水稻全程机械化作业、机具维修保
养、综合农事等多元化服务。

创新“三保”机制，让水稻制种成为
农民乐干之事。提升管理维护保障，由
农业农村局牵头负责对制种基地跟踪管
理和监督，严把种子质量检验亲本关、隔
离关、除杂关、入库关，加强对种子生产
备案、生产台账、基础设施的管理。在执
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的基础上，县
财政按照每年 15 元/亩的标准，用于基
地基础设施管护。强化资金支持保障，
提升制种产业奖补激励，制种面积按 70
元/亩、机插面积按 40 元/亩、烘干按 40
元/吨对制种户进行奖补，有效提高制种
农户积极性，无人机飞防作业按照 3 元
每亩每次给予补助。加强制种产业金融
扶持，有效解决资金难题。2021 年发放
贷款 4900 万元，2022 年力争发放贷款
5500万元。优化政务服务保障，设立“小
赣事”服务专窗，建立导办帮办代办服务
机制，把农机购置补贴的补贴受理、技术
咨询、牌证管理、档案管理工作全部纳入
一窗办理、一站服务，精简办事程序，提
高窗口办事效率。

江西南城县创新机制支持农户从事水稻制种

千余制种户预计年增收1.5亿元

【案情摘要】
酒泉市华美种子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华美种子公司”）为“华美105”的
品种权人，2021 年 8 月在甘肃省定西市
陇西县文峰镇三台村明泰中药材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明泰合作社”）
发现疑似“华美105”的辣椒种子，随即取
样进行 SSR检测，与对照样品在 32个位
点上指纹图谱一致，有99.9%的概率为相
同品种。2021 年 8 月 30 日，华美种子公
司对明泰合作社涉嫌侵害“华美 105”植
物新品种权向陇西县农业农村局投诉。
2021年9月1日，陇西县农业农村局执法
队对明泰合作社制种地进行调查，明泰
合作社称甘肃陇欢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陇欢种业公司”）和酒泉市福
瑞斯种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瑞
斯种子公司”）委托其制种，制种地内的
13个大棚均种植了涉嫌侵权品种。9月
3日，陇西县农业局执法队对侵权地块辣
椒取样并进行 SSR 检测，检验报告显示
与标准样品在 22个 SSR位点上无差异，
判定为近似品种。陇西县农业农村局执
法队确认陇欢种业公司和福瑞斯种子公
司委托明泰合作社生产“华美 105”辣椒

种子，涉嫌违规生产行为。2021 年 9 月
13日，组织相关企业进行调解，当事人自
愿达成协议，陇欢种业公司和福瑞斯种
子公司就涉嫌侵犯华美种子公司“华美
105”品种权的行为，分别自愿赔偿华美
种子公司人民币 60 万元和 40 万元。涉
案的13座大棚共计11.37亩，由华美种子
公司监督指导明泰合作社分棚采收脱
粒，交华美种子公司处理。

【典型意义】
根据2016年种子法第七十二条，协

商调解是处理品种权侵权纠纷的主要手
段之一。相对于行政处理，如罚款、没收
违法所得和种子等手段，协商调解可以
使品种权人获得民事赔偿，弥补因侵权
行为造成的损失。相对于司法诉讼，协
商调解具有便捷性，维权效率更高。在
本案，行政执法部门接到投诉后迅速调
查处理，对侵权事实认定后组织调解，最
终当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权利人不仅
获得了 100 万元赔偿，而且获得 13 座大
棚种子收获后的处理权利，权利人权益
得到及时和较好的补偿。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农业农村
部科技发展中心供稿

酒泉市华美种子有限责任公司请求定西市陇西
县农业农村局处理辣椒“华美105”品种权侵权案

以案释法

□□ 贾鹏 龙晓峰 李化明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振远

“马铃薯新品系‘Z1281’亩产量达
3032.47 公斤，创造了马铃薯在 5‰中
度盐碱地上的单产新纪录！”近日，在
位于山东省东营市的黄三角农高区，

“耐盐碱优质马铃薯突破性新品种选
育”项目测产专家组经实收测产，宣布
了这一结果。

据了解，“Z1281”由山东乐陵希森
马铃薯产业集团、国家马铃薯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联合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共
同选育而出。2017 年起，他们联手承
担了山东省良种工程——马铃薯耐盐
碱育种项目，选择拥有 340 万亩盐碱
地的东营市，在黄三角农高区建立盐
碱地农业技术综合集成示范基地，组
建了 30 人的马铃薯育种及栽培专家
团队，并联合 18 家科研机构，开展耐
盐碱马铃薯品种选育及配套栽培技术
研究协作攻关。“我们今年还建立了面
积达 65亩的耐盐碱马铃薯试验基地，
其中包括中度盐碱地试验田 25亩、轻
度盐碱地示范田 40 亩。”希森马铃薯
产业集团董事长梁希森介绍。

测产专家认为，我国有一部分盐
碱地是可以利用的，目前还是一笔“沉
睡”的资源，而且大多数品种的马铃薯
不耐盐碱。此次选育出耐盐碱的马铃
薯新品系，对于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
提高马铃薯产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具有重要意义。

“Z1281”选育的背后，凝结着一批
农业人的汗水。“耐盐碱育种就像‘矬
子里拔将军’。最难办的就是没有育
种的‘材料’，什么都得从头开始。”马
铃薯育种及栽培专家团队负责人胡柏
耿介绍，团队 5年来克服诸多困难，在
盐碱地上对 746 个杂交组合的 175224
个单株、6670 份资源（品系）和 167 个
品种进行了筛选，选育出耐盐碱材料
35份，其中综合性状优良的耐盐碱材料8个。

“此次共测产 7 个品系，其中‘Z1281’产量表
现最优。”测产专家组组长曹春梅说，“下一步，将
对‘Z1281’在国内其他盐碱环境开展区域试验。
如果产量稳定、品质优良，可进行品种登记与推广
应用，育成耐中度盐碱且具有商业化价值的马铃
薯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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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浙江种业博览会上，参会人员在了解甘蓝品种情况。 叶敏 摄

近年来，贵州省锦屏县新化
乡以“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基
地”模式，引导农民种植“优比一
号”丝瓜新品种。该品种属特早
熟丝瓜品种，耐寒抗热，连续生产
能力强，宜早春大棚和陆地栽培；
商品性好，肉质细滑，瓜皮微皱，
耐运输，深受广大客户喜爱。图
为近日，锦屏县新化所村蔬菜基
地内，种植户在采摘“优比一号”
丝瓜。 李必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