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冬时节，重庆市綦江区东溪镇三正村旁，瓜果蔬菜大棚在田间有序排列，大
棚内工人正在为育苗做着准备工作。近年来，东溪镇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
农经作物育苗产业，科学引导农户在冬季农闲时提前开展育苗工作，促进群众增收
致富。 胡光银 摄

重庆綦江区东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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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黑龙江天寒地冻，但北大荒
集团建设农场粮仓里却是一派繁忙景
象。2022 年秋天，北大荒集团建设农场
有限公司第四管理区的 1200 亩大豆高
标准农田喜获丰收，金黄饱满的豆粒堆
满粮仓。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大力
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公司响
应号召，扩大大豆种植面积，种植大豆
20.27 万亩，比 2021 年增加了 4.28 万亩，
占 当 年 播 种 总 面 积 的 63.3% ，增 幅
26.8%。2022年秋，高产攻关示范田大豆
最 高 单 产 586 斤/亩 ，平 均 亩 产 457.4
斤。这么高的大豆产量是如何取得的？

规划建设“三区”
繁育高产品种

2022年 9月，第二管理区一块 410亩
的大豆亩产达到 578.3 斤，第四管理区
150亩的高产攻关示范田亩产 586斤，一
个个令人欣喜的数字表明，2022 年建设
农场有限公司迎来了一个大豆丰收年。

近年来，建设农场有限公司通过与
北大荒垦丰种业、绥化北方大豆研究所、
黑河大豆研究所等院所“强强联合”，建
成大豆高产品种试验繁育基地，多次见
证了大豆高产品种产量“奇迹”的诞生，
同时也见证和刷新了黑龙江省第四积温
带大豆亩产新的高产纪录。

建设农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万太文
介绍，为了破解前些年大豆品种单一、产
量提升难的困局，近年来建设农场通过引
进良种、与玉米轮作、推广大垄三行密植
技术、改单层施肥为分层定量施肥等手
段，产量逐年提升，粮食质量也越来越好。

目前，在良种繁育中，建设农场有限
公司在科技园区实行“三区”规划，即“科
研区”按照北安分公司的指导意见划出
科研用地 200 亩，进行新品种等方面的
试验；“育种区”引进绥化北方大豆研究
所、垦丰种业、黑河大豆研究所等科研单
位，划地 200 亩进行后备种子试验；“繁

育区”选出有苗头的品种进行扩繁 200
亩，推广到示范区积累种量。

通过与科研院联手试验，持续优化
大豆种植品种，不断探索、筛选高产优
质、可操作性强的品种在科技园区和科
技示范带进行大面积推广种植。建设农
场已探索出了适合辖区种植的高产品种

“金臣 1885”“东升 1 号”“龙垦 3092”，平
均亩产在 450—550 斤之间，最高亩产
586 斤，受到繁育单位和客户的青睐，纷
纷以高价订单回收。

保护良田沃土
夯实生产基础

俗话说，“人养地，地养人，锄头底下
出黄金”。好种子种到好地里，丰收才有
保障。

建设农场有限公司始建于 1956 年，
地处北安市境内，下辖 5个旱田管理区、
1 个水田管理区。总控制面积 58.62 万
亩，其中耕地 31.99万亩，地处第三、四积
温带，土壤肥沃，有机质在 7.2%—9.8%之
间，最高达到 10%，为大豆生长提供了一
个舒适的场所。

“从土壤颜色、疏松程度，就知道这

地肥不肥。”每逢整地季节，建设农场第
三管理区的技术员窦建鹏都习惯攥上一
把黑土，通过查看黑土的疏松程度来“感
受”土壤的质量。

多年来，建设农场有限公司在耕地
保护中一直坚守耕地红线，在耕地质量
上下了大功夫。近年来，更是将“藏粮于
地”战略落实落细，加大黑土地保护、秸
秆还田力度，推进轮作体系建设，推广大
豆大垄三行栽培技术、玉米应用新品种，
同时采用“磷酸二氢钾+芸苔素”二次拌
种、氮钾肥后移技术、应用缓释肥、分层
定位定量深施肥、喷施四遍微肥、高效植
保等措施，加上农机配套改装应用等手
段，有效遏制了黑土耕地退化，改善了农
田生态环境，提高了黑土耕地质量，为大
豆高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推进机艺配套
实现精种细收

好种子要长出好大豆，还得良种良
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

1.1 米大垄高台、垄上三行、中间行
降密 50%栽培模式已推广运用到分公司
各农场和周边乡镇；秋起垄后春季定量

定位分层施肥技术，解决秋施肥肥料易
流失问题在建设农场试验成功，为种子
提供了良好的苗床；大豆全田应用钼酸
铵拌种喷施提高蛋白含量技术和其他微
肥的利用技术也在建设农场最早推广运
用……这些农业新科技为区域内大豆高
产提供了全方位的科技技术支撑。

建设农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道光
介绍说，农场近年来在严格按照北大荒
集团及北安分公司种植要求的同时，积
极深化种植结构调整，创新种植技术，更
新配套农机具，推行农业标准化种植模
式，严格实行“一品一模”“一地一模”栽
培技术规程。

在春播中采取先施肥、再播种两次
作业方式，解决了施肥播种一次完成，达
不到作业标准的难题，保证分层定位定
量施肥到位，在地温最适宜时进行抢播、
快播，保证一次播种保全苗，并适时进行
土壤处理；在田间管理上采取“一松、两
趟、三防、四促”管理措施，秋收期间使用
350 马力以上收获机对丰收的大豆进行
抢收。同时，采取收获、整地、起垄联合
作业模式，环环相扣不脱节，按时间节点
高标准完成“三秋”作业任务，实现 100%
黑色越冬。

10 余年来，建设农场有限公司以现
代化农机、高产品种、智慧农业为科技支
撑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积极更新农机
配套机械，提高了播种精度和效率。
2019年在国内第一个引进了风幕式喷药
机，通过试用提出了 9项改进措施，厂家
按照建设农场有限公司反馈的改进措施
和作业标准，以农场有限公司需求量身
定制了风幕式喷药机。

建设农场农业发展部副部长苏景
刚告诉记者：“在收获大豆前为了把减
损控制在最低点，采取了配套机收减损
措施，在每台收割机上加装了扶倒器、
割台防崩粒网和防进土落粒挡条，并且
放缓作业速度等措施来减少损耗，做到
精收细收。”

目前，建设农场有限公司拥有机械
总动力 2.1万千瓦，配备各类大型农机具
360 余台套，农机自动驾驶导航设备 30
套，数字农业平台 1套，实现了全程机械
化、智能化种植，大力推进“藏粮于技”发
展战略，不断挖掘科技潜力，为农业发展
插上“科技翅膀”，助力现代化农业发展。

良种强“芯”黑土生“金”
——北大荒集团建设农场有限公司全力提升大豆产能

近年来，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建设
立足西北、面向全国的张掖国家玉米种
子产业园，全力打造种子农业“芯片”，推
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目前，甘州区
制种面积稳定在 60万亩以上，年供种能
力超过3.2亿公斤，占全国用种量的三分
之一，是全国最大的杂交玉米制种大县。

建基地，用最好的基地生产最好的种
子。聚焦玉米制种生产短板，以建设基地
高标化、水肥一体化、全程机械化、管控智
能化、服务社会化的高标准“五化”制种玉
米示范基地为目标，打破镇村区域界限，
以全区水肥条件最好的沙井、明永等乡镇
为核心，科学规划 10万亩玉米制种核心
种源扩繁基地，建设同一作业平面不少于
1公顷的高标准农田，配套智能管控、水肥
一体、田间气象监测、土壤墒情监测等智
能装备和可视化田间信息管理系统。建
立耕地质量监测体系，围绕制种玉米“耕、
种、防、收”环节强化新机械、新技术的推
广应用，积极采取“技术托管”“技物结合”
等方式进行全程社会化托管服务，良种基
地综合生产力得到全面提升。

建机制，用最优的机制吸引最好的
企业。按照“稳定面积、提高质量、规范
企业、打造品牌、提升效益、实现共赢”的
发展思路，积极开展基地资源竞争性配
置，对 14个乡镇 160个村长期稳定的 60
万亩制种基地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以最
好的基地吸引优势企业入驻，积极鼓励
推进“院地企合作”“校地企合作”，联合
开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育种科研创新
和试验开发项目，开展玉米杂交育种前
沿技术研究，实现研发成果利益共享共
用，推动杂交玉米制种产业高质量发

展。共培育引进玉米种子企业 47家，带
动农户7.6万个，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
来自制种业的收入占收入构成的50%以
上，制种产业成为产业化程度最高、联系
农户最广、农民收入占比最大、增收效益
最为显著的主导产业。

建园区，用最全的要素提供最好的
服务。投资 53亿元建设占地 4660亩的
张掖国家种子产业园，配套研发中心、检
测中心等，引进最先进设备和工艺，打造
集种子加工、研发、检测、仓储、销售、交
易于一体的立足张掖、服务河西、面向全
国的玉米种子加工集散中心，突出品种
选育、农机研发、防灾减灾等关键环节，
为制种产业提供高效率加工、高水平检
测、高质量储藏等优质服务。项目投入
使用后，园区年种子生产加工、销售能力
将达到 5亿公斤，年产值达到 125亿元。
目前，已完成投资 3亿元，建成专用生产
线和智能储备库，为产能小、规模小的企
业提供收穗、烘干等全环节服务。

做表率，用最严的管理完成最艰巨
的任务。坚持从管长远出发，创新完善
基地监管长效机制，坚持整体谋划，通盘
考虑，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属地管
理的工作格局，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十字形”监管机制。横向上，由基地
所在地农业、工商、公安、检察等多部门
联合监管；纵向上，由部、省、市、区各级
共同监管，加大执法力度，集中力量对制
种企业和基地开展清理整顿，全面提升
基地智能监测水平和信息化管理能力，
为全国供种安全做出表率，为种业健康
发展保驾护航。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政府供稿

甘肃张掖市甘州区
着力提升国家制种基地建设水平

□□ 谷多多

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的大力支持
下，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
发行”）党委的领导下，由现代种业发展
基金有限公司和北京先农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发起设立的海南南繁育种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南繁基
金”）于 2022年 12月 23日在海南省三亚
市崖州湾科技城成功完成工商注册登
记，并于12月27日完成全部首期出资款
的交割工作。

南繁基金定位为国内首支专注南繁
育种的政府引导投资基金。基金募集规
模 6亿元，其中种业基金和先农投资合
计出资3.6亿元，海南省、三亚市、陵水县
出资2.4亿元，形成中央、省、地、县“四级
联动”的出资结构，后续还将持续挖掘支
持种业的社会资本参与出资。南繁基金
将深度聚焦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生
物育种重大项目，将不低于 80%的募集
资金投向种业领域。同时，南繁基金秉

持“十年磨一剑，久久为功”的工作理念，
设立运营期限为10年，存续期内滚动投
资，从而持续支持种业振兴。南繁基金
由先农投资作为基金管理人并执行合伙
事务，同步移植现有投资团队与管理机
制，充分利用公司在种业领域深耕多年
的经验与资源，实现南繁基金的政策目
标与质效目标。

南繁基金项目启动以来，得到了各股
东方、发起方等上级单位的大力支持。农
发行党委高度重视，总行党委委员、副行
长孙兰生同志专程与海南省政府领导沟
通交流，推动南繁基金的快速设立。

南繁基金的成功设立，是股东方、发
起方凸显政治站位、快速响应中央号召
的有力举措，充分体现了种业基金在国
家种业发展中的使命所系与职责担当。
基金设立后，能够通过聚合各级财政资
金和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南繁基地建设，
贯彻落实国家种业振兴战略，促进南繁
育种金融业和种业联动，发挥金融纽带
在“引资引智引产业”中的重要作用。

海南南繁育种产业投资基金在三亚设立

资讯

图为2022年秋收时，北大荒集团建设农场有限公司职工在清理大豆壳。资料图

水稻育种联合攻关组由国内水稻育种
优势科研教学单位 20家、种业企业 16家共
36 家单位组成，聚焦国家水稻产业发展重
大需求，集聚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育繁推
一体化种子企业，强强联合、协作共享，创
制了一批优质高产、抗主要病虫害、耐高低
温、水肥高效利用、重金属低积累等突破性
水稻新种质，培育了一批优质高产高效水
稻新品种，为高水平水稻种业科技自立自
强、种源自主可控提供了科技支撑。

几年来，攻关组构建并不断完善协同
创新平台，着力推进育种材料共享交流，精
心组织优质稻食味品鉴活动，取得不少经
验成效。

强化组织与制度保障。成立了攻关
领导小组，强化领导、协调和监督；成立良
种攻关专家委员会，负责技术咨询、论证
和评估，提出水稻育种工程重大战略研究
建议。成员单位先后签订了育种材料、信

息、人才共享协议、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
原则性协议与共同承诺书，基本形成了创
新任务统分结合、材料有条件共享、收益
按比例分成、政府与企业共同投入的联合
攻关机制。

强化育种理论与前沿技术创新。首次
发现自私基因系统控制水稻杂种不育性
状，为揭示水稻籼粳亚种间杂种雌配子选
择性致死的本质提供理论借鉴；构建了
1500余份粳稻重测序材料高密度指纹图谱
数据库，构建水稻种质资源数据库与育种
芯片，加速水稻分子育种步伐；建设高通量
自动化基因分型平台，建立标准化分子育
种检测系统，系统开发水稻功能基因KASP
标记体系。

创制了一批具有重要育种价值的优异
种质。创制抗稻瘟病、抗白叶枯病、抗稻飞
虱、镉低积累、耐高温、抗倒伏、耐寒、强休
眠性、耐低氧发芽、适合机械化制种、耐储

藏等绿色性状材料 80 余万份，助力水稻育
种优异中间材料的快速、高效创制。

培育了一批突破性新品种。配制杂交
组合 30 余万个，选拔苗头组合 1.5 万余个，
进入区试品种 5000 余个，审定品种数量
2000 余个，其中代表性品种 100 余个，育成
品种推广面积近 6亿亩。据统计，全国杂交
水稻推广面积排名前十的品种，以及“中嘉
早 17”“龙粳 31”等南北方推广面积最大的
常规稻品种，均由攻关组成员单位培育。

下一步，攻关组将主要做好以下四项
工作：

一是加强育种材料、信息等共享交
流。在现有育种共享平台的基础上，进一
步完善抗褐飞虱、抗稻瘟病、稻米品质、肥
料高效利用等性状高效鉴定共享平台，不
断提升性状鉴定水平。加强攻关单位之间
的合作与交流，推进派生型品种保护制度
实施，促进育种材料交流、共享。高质量举

办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活动。
二是加强优异育种材料创制。开展水

稻种质资源的规模化表型精准鉴定与全基
因组基因型鉴定，创制优质、抗主要病虫
害、耐高低温、水肥高效利用、重金属低积
累的特异育种中间材料，为新品种选育及
基础研究提供物质基础。

三是加强前沿育种技术创新。运用水
稻种质资源表型与基因型精准鉴定带来的
海量数据，构建基于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
模拟育种平台，研发全基因组选择预测新
模型，建立人工智能设计育种体系。

四是加强突破性水稻新品种培育。大
力推进水稻育种联合攻关和其他攻关主次
衔接，聚焦国家水稻产业发展重大需求，培
育高产高效、优质食味、高抗病虫、耐非生
物逆境、适宜轻简化生产以及短生育期、强
再生力等重要性状的突破性水稻新品种。

水稻育种联合攻关组供稿

水稻育种联合攻关组：集聚优势力量 聚焦重大需求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1983 年，坚守白羽肉鸡行业近 40 年，现已
发展成集原种鸡研发选育、种肉鸡养殖、饲
料生产、屠宰加工、熟食销售为一体的全产
业链集群，在白羽肉鸡行业全球排名第七、
亚洲排名第一。

为打破白羽肉鸡种源完全依赖国外局
面，圣农集团积极参加国家育种联合攻关，
在农业农村部和福建省各有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指导下，白羽肉鸡育种取得重大突破。

品种研发取得突破。2011 年，圣农集
团响应国家号召，启动白羽肉鸡育种攻
关。2021 年 12 月，培育的“圣泽 901”白羽
肉鸡配套系通过了国家审定并获得新品种
（配套系）证书，成为我国首批自主培育的
白羽肉鸡新品种，其主要生产性能均不低
于国外进口品种，打破白羽肉鸡种源完全
依赖国外局面。

育种技术实现创新。加强与东北农业

大学等单位合作，加快白羽肉鸡育种技术
创新。与东北农业大学共同建立肉鸡快慢
羽分子检测技术平台，构建肉鸡腹脂性状
基因组育种值估计模型和基因组选择程
序，开发肉鸡育种管理系统，完善了各育种
模块的功能；与青岛兴仪电子有限公司研
发基于电子射频技术的 FCR 智能化精准
测定设备，可以精准测定每只鸡的饲料转
化率，已在育种中投入使用。

种源质量得到保障。建立白羽肉鸡原
种场生物安全操作规程，形成了一套稳定
可靠的肉鸡原种场生物安全体系，在生物
安全体系建设方面申请了 8 个实用新型专
利。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合作，制定合理有效的禽白血病、鸡白痢等
垂直传播疫病净化技术方案，并全面实施，
目前核心种群的禽白血病和鸡白痢检测均
为阴性。

在取得各项创新突破的同时，福建圣

农也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与创新做法。
实施“特区”政策，强化攻关。成立福

建圣泽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门从事
白羽肉鸡商业化育种，牵头参加国家畜禽
育种联合攻关和“十四五”福建省种业创新
与产业化工程。在集团内部，对白羽肉鸡
育种工作实施“特区”政策，邀请省农业农
村厅总畜牧兽医师为组长的专家指导组全
程指导白羽肉鸡育种攻关，引进多年从事
白羽肉鸡育种一线专家、国家肉鸡产业体
系岗位专家及疫病防控等人才，从人、财、
物等方面全力支持白羽肉鸡育种。

加大投入，加快攻关。圣农集团加大
研发攻关投入，累积投资超过 10 亿元，并
积极争取国家现代种业提升工程等项目
支持，建成占地 1200 亩的国际先进、国内
领先的白羽肉鸡原种场；配套建设年产 3
万 吨 高 温 加 热 无 沙 门 氏 菌 的 饲 料 生 产
线、年产 6000 吨谷皮垫料高温消毒加工

车间及疫病检测实验室等设施，为育种
工作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提高了育
种攻关水平。

下一步，将对“圣泽 901”白羽肉鸡配套
系核心种群生产性能持续改良，不断提升
品种生产性能，加快“圣泽 901”白羽肉鸡配
套系示范推广，稳步提高新品种市场占有
率。继续实施育种联合攻关，研发重要经
济性状的高通量智能化表型精准测定技
术，运用全基因组选择技术和现代生物育
种技术，不断提高白羽肉鸡育种效率。创
制具有饲料转化效率高、产蛋性能好、腹脂
含量低等重要经济性状的白羽肉鸡新种
源。充分利用已有纯品系和新创制种源进
行配套组合，加大技术创新，加快种鸡性能
筛选测定工作，推进培育性能更优、更符合
中国消费习惯和饮食特点的白羽肉鸡新配
套系。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供稿

福建圣农：推进肉鸡育种攻关 实现种源自主可控
育种联合攻关在行动

□□ 吴玉富

冬至以来，在贵州省锦屏县敦寨镇
龙池多彩田园境内的蓝莓种植基地里，
工人们开始种植 200 亩“法新”蓝莓，修
苗、运苗、浇水、种植……到处是工人忙
碌的身影。

“蓝莓树种植的时候要高于这个地
平面，泥土堆起来要像馒头一样，高于这
个周边……”贵州蓝蝶有机食品有限公
司负责人吴文标不时在工人间穿梭，耐
心跟工人讲解蓝莓新品种种植的注意事
项。为了把栽种存活率提高，每一个环
节他都亲自参与。

吴文标说，眼下种植的“法新”蓝莓
是市场上新型的蓝莓品种，相较之前的
品种，个头较大、果肉脆甜、风味独特，且
上市时间较早，市场效益比较可观。

近年来，锦屏县不断发展精品水果
产业，依托境内独特的区域优势，在大
力发展精品水果业的同时，因地制宜发
展蓝莓特色种植。贵州蓝蝶有机食品
有限公司作为锦屏县政府 2013 年招商
引资的企业，一直以来以蓝莓种植为特
色，目前形成了集种植、观光采摘体验
于一体的“精品水果”特色产业链条，带
动了一方老百姓实现就近就业。“基地
的扩增，需要大量的劳务用工，平时每
天都有 50人左右，高峰期的时候采摘需
要 500 人，一年发放工人工资大概就在
300万元到 400万元之间。”吴文标说。

“2022年上半年采摘蓝莓，现在这段
时间家里农活也做完了，种植蓝莓每天
也有 100元的收入，虽然不多，也比在家
闲着强。”在一旁修剪整理蓝莓树的工人
龙金花说道。

贵州锦屏县
蓝莓基地引进新品种提质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