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阳高县友宰镇秋林村地处晋
北六棱山下，背靠桑干河。曾经，这里山
高坡陡，土壤贫瘠，日子苦得很。现在的
秋林村天蓝水净，人杰地灵。

在阳高县友宰镇秋林村有一位村
民，名叫路喜明，今年 65 岁，从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担任村干部。当时，路
喜明作为村里的顶梁柱，看着当地农作
物产量低，乡亲们生活贫苦，心里很不
是滋味。

“带领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是我的
责任。”1976 年，路喜明在昔阳县大寨

村发现了“大寨谷”品种。秋林村与大
寨村具有相似的气候条件，经过亲自
试验示范后，他发现“大寨谷”品种产
量较高，制作的稀饭浓郁香甜，色泽金
黄。“当时想，秋林村的乡亲们离过上
好日子不远了。”

随后，路喜明开始带领当地村民广
泛种植“大寨谷”，直至上世纪 90 年代
初，种植面积达到高峰，近 500 余亩，当
时几乎家家户户种植，群众不再为温饱
问题发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村里

人不再满足于眼前务农的微薄收入，开
始寻找新出路，秋林村青年人口大量外
出务工，加上农村机械化种植水平落后，
谷子品种更新速度快，当地农民更倾向
于选择一些产量更高、品质更好的谷子
品种，“大寨谷”开始走下坡路，种植户越
来越少。时至今日，村里坚持种植“大寨
谷”的只剩下了路喜明。

有人问“有更高产量的谷子品种不
选？”路喜明笑笑说，种植“大寨谷”已经
无关眼前的利益得失，这些农家种的传
承，已经成为了一种责任。

“‘大寨谷’抗瘠薄、抗旱、抗倒伏、抗
病性强，亩产 800—1200 斤。脱皮后的
大寨谷米可以制作稀饭、稠粥，也可以磨
成面粉食用，制作馒头、凉粉，还可以油
炸成米面果子，这一道道特色小吃也成
为了大同美食的代表。”对于路喜明来
说，“大寨谷”就像他养大的孩子，所有特
性了如指掌。

46 年坚守，路喜明始终守护着这份
珍贵资源，让这颗曾经为当地人民带来
希望的种子，穿越历史，永远留存。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供稿

留住“大寨谷”传承老品种
——记山西阳高县友宰镇秋林村村民路喜明

开栏的话：
2021年3月，农业农村部启动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一年多来，成效丰硕。许多本土农家种重现公众视

野，一批濒临灭绝的品种重获发现。
资源普查收集艰辛不易，这份成绩背后，离不开各地有关部门的精心组织，离不开基层普查工作者的担当和奉献，

他们中有几十年如一日的资源守护者、传承人，有带领普查队翻山越岭采集资源的老向导、土专家，也有为抢救性保种
贡献智慧的专家学者。本版开设专栏，展示农业种质资源普查工作者的风采，记录农业种质资源普查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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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先锋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先锋

在山东省泰安市，有一位赫赫有
名的“羊”博士，看到羊就走不动，看见
羊就高兴，碰到养羊的、放羊的总要上
去聊上几句，拍几张照片，交流交流心
得。他就是泰安市畜牧兽医事业发展
服务中心高级畜牧师、动物遗传育种
与繁殖专业博士研究生侯磊。

2007 年，研究生毕业的侯磊考入
泰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作为
遗传育种专业毕业生，他尤其重视畜
禽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工作。 10 多年
来，他千方百计推动畜禽遗传资源保
护利用，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在良种
繁育体系建设、畜禽遗传资源普查、种
质资源保护利用等诸多工作中做出了
突出贡献。

主动“请战”参加普查

2021 年，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

普查工作启动，侯磊提交了“请战书”，
主动承担畜禽遗传资源普查工作。随
后，克服人员紧缺等困难，在工作方案
制定、普查人员确定、微信工作群建立
等方面，为普查工作顺利推进做好了部
署，实效性和工作质量两不误。

广大一线普查员情况千差万别，
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也参差不齐，对
待每一个问题和困难，侯磊都会千方
百计帮大家解决、回复。在现场审核
时，他的业务也获得了广大养殖户的
认可，养殖户说的最多的就是“他懂”。

普查工作事无巨细，侯磊一旦想
起相关问题和注意事项，不管是深夜
还是凌晨，都会第一时间在微信工作
群里提醒大家。光在泰安市普查工作
微 信 群 内 ，他 回 答 的 问 题 就 有 几 百
个。在山东省微信工作群中，也能看
到他积极解答兄弟地市普查人员的问

题。省里组织培训时，许多“网友”纷
纷要求见面，继续探讨交流，他们之间
结下了深厚友谊。

保护利用本地资源

在普查中，侯磊发现泰安市小尾
寒羊存栏仅有 1.07 万只，较 2009 年的
25 万只出现断崖式下降，再不开展保
护措施，存在灭失风险。

为此，他申请作为科技特派员，派
驻泰安市同成牧业有限公司，在理念和
技术上进行支持，引导公司开展小尾寒
羊搜集整理，建立小尾寒羊保种群体
260 余只，开展布病净化场创建，申报成
为小尾寒羊原种场和省级保种场，改变
了泰安市没有省级保种场的历史。

在 指 导 原 有 地 方 品 种 保 护 的 同
时，他还注重新资源的挖掘与开发，引
导开展了红毛山羊、泰山柴鸡的新资

源认定工作，摸清了全市红毛山羊的
存养量、规模户以及有关的文献资料。

持之以恒的工作，结出了累累硕
果。第三次畜禽遗传资源普查行动开
展至今，全市行政村普查率、有资源行
政村填报率、有资源乡镇完成率均为
100%，共普查到 25 个畜种 104 个品种，
品种养殖群体数量达 64.1 多万头（只/
羽），如期全面完成农业农村部和山东
省畜牧兽医局下达的第一阶段普查任
务。通过普查，全市新增省级保种场 1
家，挖掘出红毛山羊新资源。侯磊参
与完成的《山东省地方羊品种资源挖
掘、保护与利用》，获得山东省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等一系列奖项。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
在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利用工作中，“羊
博士”正不断书写着新篇章。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供稿

推动地方畜禽资源保育的“羊博士”
——记山东泰安市畜牧兽医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高级畜牧师侯磊

在湖南省宜章县境内有一片 6000
公顷的原始森林，是世界湿润亚热带地
区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原生型常绿阔
叶林，湖南省面积最大的森林公园——
莽山国家森林公园。

作为“中国原始生态第一山”，这里
山势陡峭，峰峦叠障，古木参天，保留着
大片的原始森林，是众多古老生物的“避
难所”。

“莽山野橘”正是莽山森林自然保护
区内的野生柑橘活化石，“莽山野橘”的
发现证实了湖南南岭山脉是世界宽皮柑
橘的起源中心。几十年如一日守护这一
柑橘活化石的就是莽山农技站的退休老
站长周喜财。

发现珍稀活化石

上世纪 70 年代，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贺善文、刘庚峰、李文斌等老一辈园艺专
家就湖南省内的野生柑橘资源进行了调

查、采集和鉴定。在老一辈柑橘研究专
家第一次进入莽山时，周喜财便作为向
导带领专家们翻山越岭，寻找野生柑橘
资源。

在这 2 万多公顷的莽山自然保护
区，他凭借多年穿梭林区的经验带领专
家找到了几株柑橘活化石。专家们通过
比较鉴定，明确了柑橘家族很可能于大
约 800 万年前起源于喜马拉雅地区，并
一路向东，最先分化出来的就是“莽山野
橘”（Citrus mangshanensis），由此得出世
界宽皮橘的起源中心为湖南的南岭山脉
的结论。

对于这项发现，周喜财至今仍津津
乐道，这也算是他工作以来最值得骄傲
的事了。由此，他成了“莽山野橘”四十
年如一日的守护者。

2015年，湖南省启动“第三次全国农
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资源系
统调查队第 3 组踏入莽山这片原始而神

秘的山林中。见到周喜财时，退休后的
他已 65岁，但仍然行动矫健，精神矍铄。

他带领考察队察看了仅剩的几株柑
橘活化石，并采集了他平时在山里发现
的其他柑橘资源和表型特异的猕猴桃、
茶叶等野生资源。队员们发现，这些森
林中的果树资源都生长健壮，周边遮阳
的植被显然是被修整过。

“ 退 休 后 依 然 放 心 不 下 这 些‘ 宝
贝’。”周喜财说，希望有生之年能为国家
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保护及莽山野生
柑橘资源研究多作贡献。

情系“绿色明珠”

莽山被誉为南岭山脉的“绿色明
珠”，也是一座种类丰富的“动植物基
因库”。

“不到 20 岁，我就来到莽山农技站
工作，一晃就是 40 多年。”多年来，周喜
财与莽山这片森林建立了深厚感情，他

对各类树木如数家珍。
“当初的工作条件，可不像现在作为

国家森林公园有这么便利的交通，早些
年，大山基本没通车路，林区道路处处险
要，去村里下乡，都得‘跋山涉水’。”周喜
财介绍，莽山区域面积大，并且主要是林
区，经常要在山上过夜，来回一趟要 2—
3 天。正因为长期穿梭森林、乡村、山
涧，周喜财对莽山野生柑橘等珍贵稀有
农林资源所在地、群落分布区域和生长
规律了如指掌。

40 多年养成的习惯，以致周喜财退
休后仍每隔一阵子还是习惯性地去山上
转转。与周喜财近距离交谈时，会发现
他右眼有疾。这是大约 40 年前，他和同
事在与盗挖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伯乐树的
不法分子搏斗时受伤所致。伤好后，他
无怨无悔，像原来一样回到了工作岗位
上，继续守护着这片森林中的宝贵资源。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供稿

守护“莽山野橘”的种质资源卫士
——记湖南宜章县莽山农技站原站长周喜财

□□ 何勇辉 魏颖辉 周敏 文/图

当下，正值烤烟育苗时节，湖南宁远
县积极行动，组织技术人员深入村组，科
学指导烤烟合作社做好烟叶育苗等管护
工作，为春耕生产开局、烟农增产增收打
下良好基础。

在仁和镇旺利烟农专业合作社育苗
点，一盘盘绿油油的烟苗长势喜人，育苗
工作人员正忙着剪叶炼苗、病虫防治。“这
段时间温度太低了，又是阴雨天气，湿度
较高，防病要注意控制猝倒病。”技术人员
正在大棚里指导烟苗防病通风。这家综
合服务型合作社现有烟农成员505户，服
务范围覆盖4个乡镇82个行政村，主要开
展烟叶育苗、机耕、植保、烘烤、分级、运输
等专业化服务和物资供应等。

“我们合作社聘请了 8 名工人开展
剪叶、防病工作，目前烟苗长势旺盛，能
够为烟农提供优质的壮苗，确保烟农的
丰产丰收。”仁和镇旺利烟农合作社理事
长刘永胜说道。

为培育出充足的壮苗，仁和镇按照
双轨责任制要求，将每一个育苗大棚责
任划分到技术员和育苗队员，并设立党
员先锋岗，每天对全镇所有的育苗大棚
日常管理情况进行巡查和技术指导，确
保培育出壮、齐、适、足的烟苗。

“全县今年安排烟叶育苗大棚 90
个，共育苗 57.19 万盘，可供 9.53 万亩烟
田使用。当前烟苗长势很好，烟农移栽
前的准备工作有序开展。”宁远县烤烟
办副主任匡云峰说道。为确保 2023 年
烟叶生产目标任务圆满、高效完成，宁
远县提前谋划，做足准备，从烤烟育苗
着手，对全县烟苗实行统一供种、统一
育苗、统一使用育苗专用物资、统一专
人管理、统一技术操作，实行 100%专业
化漂浮育苗，确保品种纯化率 100%，做
到棚内烟苗生长整齐度一致，同时，提
前做好烟田翻耕起垄和备肥打穴工作，
为烤烟移栽前期做好充足准备，促进烟
农增产增收。图为技术人员在育苗大
棚进行防病通风技术指导。

湖南宁远县
推动烟叶专业化育苗

□□ 王晋

福建省农科院亚热带农业研究所南
药植物科技创新团队结合芳香植物种质
资源收集、鉴定与评价，从东南亚地区及
我国多地搜集亚热带及热带香药植物品
种，结合本省产业需求及气候特点进行品
种筛选、应用推广，取得了创新性成果。

研究证实，大部分香药植物具有保
水固土、治理水土流失的特点，对生态
环境的恢复起到积极的作用，可在荒山
复绿、水土保持、乡村绿化、林下种植等
方面发挥巨大效益。福建省山地面积
较大，筛选适合闽南地区栽培的香药植
物，研究其栽培模式，并进行创新利用、
产品研发，对闽南地区乃至我国芳香产
业的发展，促进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和
美丽乡村建设等，具有现实而深远的重
要意义。

亚热带农业研究所南药植物科技创
新团队搜集、筛选并保育适合闽南地区

栽培的芳香植物资源 156 份，目前为省
内保育资源较全面的芳香植物资源圃，
对其中核心种质资源 11份进行评价，并
提供芳香种质资源 43 份与安徽、宁夏、
海南及福建省多家企业联合研发产品；
对福建漳州产玫瑰天竺葵、波旁天竺葵、
甜罗勒、紫苏、迷迭香、匍匐迷迭香、伍德
迷迭香、粉花迷迭香、柠檬花、代代橙花
及蜜柚花等芳香植物挥发性成分进行分
析，初步了解有效成分和功能之间的关
系；明确了柚子花从初花到盛花期有效
成分的变化。

该项研究填补了国内关于闽南地
区芳香植物挥发性功能成分研究的空
白，已经进行多处香草园规划，开展果
园 套 种 芳 香 植 物 ，绿 色 防 控 效 果 显
著。研发产品 25 个，其中儿童金盏花
润肤乳、儿童植物防护液、儿童迷迭香
洗发水、驱蚊熏香、精油、纯露等系列
产品技术已转让企业批量生产，市场
前景良好。

福建农科院
芳香植物种质资源收集利用取得创新成果

经过 70年的发展，首农食品集团已
将畜禽种业打造成为集团最具核心竞争
力的基础产业和高端业态，集团牛、猪、
鸡、鸭等主要畜禽品种，呈现出种质资源
丰富，技术国内领先、国际居于前列的特
点，已形成集育种、养殖、生产、销售、研
发、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围绕畜禽核心育种场，建设高标准
养殖基地，为畜禽种业发展提供强力保
障。集团现有国家畜禽核心育种场 10
个，生猪、奶牛、蛋鸡、鸭等主要畜禽品种
均入选国家核心育种场；围绕核心育种
场建设，集团在全国建有现代化规模畜
禽养殖基地 117 个，建立了辐射全国的
育繁推一体化产业模式，为畜禽核心种
源的保存、选育和新品系的培育提供了
有力支撑和保障。特别是在北京黑猪种
质资源保护上，集团在北京用地极其紧
张的情况下，先后考察近 50 个地块，最
终确定以延庆区清水湾养殖场为承载基
地，下一步将积极推进北京黑猪核心育
种场建设工作。

依托畜禽核心育种场，提高核心种
源推广能力，致力于实现种源自主可
控。奶牛育种方面，集团建立了国内规
模最大的优秀种公牛自主培育体系，依
托核心场自主培育公牛 53 头，近 5 年累
计推广冻精 22.4 万剂，覆盖河北、山东、
内蒙古等主要奶牛养殖区，预计获得后
代 4.5万头。生猪育种方面，近 5年完成
7万余头种猪性能测定工作，对外供应种
猪 12万余头，辐射京津冀、东北三省、福
建、江西等地，显著提升行业引领和产业
辐射能力。蛋鸡育种方面，依托国家蛋
鸡核心育种场，先后培育出 5 个拥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红、粉”系列蛋种鸡，
年均推广蛋鸡 5 亿只，国内市场的占有
率达到 52.8%。核心育种场现有 7 万只
蛋鸡纯系，按照常规扩繁比例，供种量能
够满足全国用种需求，摆脱了对国外品
种的依赖。此外，集团还拥有全国唯一
的北京鸭品种资源保护和良种繁育基
地，以 5个育种核心群品系为基础，选育
出“南口一号”“京典北京鸭”等配套系，
2021年推广父母代种鸭 47万只，可生产
商品代肉鸭 1 亿只，占领北京鸭烤制型
种鸭市场的70%。

规划布局新基地，稳抓园区建设实
现畜禽种业集聚效应。集团深度参与中
国平谷农业中关村建设，通过平谷现代
农业（畜禽种业）产业园创建，奶牛、蛋
鸡、种猪、种鸭等一大批种业科技创新优
势企业在平谷区建设现代化养殖基地和
科技创新中心，目前已投资建设 11个种
业项目。在承担现代农业产业园重要项
目建设的基础上，持续发挥集团科技资
源的集聚优势，进一步构建高标准畜禽
种植资源基因库，集中保护各畜禽品种
的种质资源，联合畜禽种质资源活体保
种场，打造集聚的畜禽核心育种基地。
同时，通过畜禽种质遗传物质保存和检
测中心、畜禽分子育种中心等共享平台
的投入使用，为畜禽种业科研及产业提
供了大数据源头保障与技术支撑。

首农食品集团将充分发挥整合聚
集资源的主导作用，结合产业基础和优
势，持续提升基地建设水平，为实现种
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提供有
力支撑。

首农食品集团供稿

首农食品集团
持续提升基地建设水平

种业基地提升在行动

河南省高度重视种业发展，坚决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种业工作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全面落实《种业振兴行动方案》。
省委书记、省长亲自研究部署，多次专题调
研。省委、省政府研究制定《关于加快建设
现代种业强省的若干意见》，规划了未来 5
年、10 年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
施，明确提出，要大力实施育种联合攻关，
做强粮油作物育种优势、提升畜禽育种水
平、破解蔬菜和食用菌种源卡点。建设神
农实验室和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
着力打造种业战略科技力量，为育种攻关
提供条件支撑。建设“中原农谷”，为育种
攻关提供平台载体。组建河南省种业集
团，着力打造种业创新领军企业。

精心设计，企业牵头做项目。突出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实施
育种联合攻关，着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力。一是科学制定攻关项目指南。坚持问
题导向，围绕培育亩产 950公斤以上高抗赤

霉病小麦新品种、亩产 1000 公斤以上抗病
抗逆籽粒宜机收玉米新品种、亩产 600公斤
以上优质抗病宜机收花生新品种，培育肉
牛新品种、瘦肉型猪新品系等要求，设计攻
关目标和攻关方向，科学制定项目指南。
二是择优选定牵头企业。按照组织协调能
力好、科研能力较强、年度研发投入在 500
万元以上等条件，选定 27 家种子企业作为
项目牵头单位，组织攻关项目实施。三是
严格评审攻关项目。采取回避制度，从全
国范围内聘请项目评审专家，确保公平公
正。河南省已启动实施攻关项目 27 个，涵
盖 19 个农作物和 8 个畜禽品种。四是强化
财政资金保障。从 2022 年开始，省政府每
年拿出 7100 万元资金，用于育种攻关项目
实施，连续支持到 2025 年。已收集种质资
源 3255 份，筛选创制新种质 1433 份，培育
新品种（系）180 个，审定（登记）新品种 21
个，推广面积 902.5万亩。

构建模式，创新机制促融合。一是创

新联合攻关机制。坚持企业在种业创新中
的主体地位，构建了“1 个牵头企业+1 位首
席科学家+N 个科研单位+N 个企业”的联
合攻关模式。目前，确定参与联合攻关企
业 48 家，优势育种团队 81 个，其中院士团
队 3 个、长江和中原学者团队 8 个。二是创
新权益分配机制。攻关成果由企业负责转
化，成果权益由攻关联合体成员单位协商
解决，充分调动企业和育种团队的积极性，
促进“产学研用”融合，加快成果转化步伐，
切实提升种业企业创新能力。

严格要求，动态监管保目标。严格按
照项目指南要求，评审联合攻关项目，确保
选得准、选得对；严格落实河南省农业育种
联合攻关实施方案，确保攻关项目实施主
体和各方责任；严格执行河南省农业育种
联合攻关项目指导意见，确保项目有计划
有步骤实施；严格考核绩效目标，确保攻关
总目标和年度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坚持动
态管理，实行优胜劣汰，确保攻关取得预期

成效。部省联动，突出特色强优势。河南
是花生、芝麻全国生产大省，也育种制种大
省。按照《国家育种联合攻关总体方案》要
求，河南省积极推进国家花生、芝麻重要特
色物种联合攻关项目实施，组织专门人员
科学编制攻关实施方案，组建以院士张新
友、中原学者张海洋为首席的创新攻关团
队，拿出 4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优质抗病
宜机收花生”和“高产高油宜机收芝麻新品
种选育”项目联合攻关，突出特色和优势，
着力培育一批高产、优质、抗病、宜机收的
花生、芝麻突破性新品种，奋力在育种联合
攻关中走在全国前列。

下一步，河南省将加大对花生、芝麻等
国家育种联合攻关项目支持力度，加强项目
实施全过程服务管理，加快推进国家和河南
省育种攻关项目实施进展，持续提高育种
创新水平，努力培育大品种，为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做出新贡献。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供稿

河南省扎实推动育种联合攻关有序展开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