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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在海
南三亚举行的 2023中国种子大会暨
南繁硅谷论坛上，围绕种质资源保护
利用、创新攻关补短板、企业扶优和
市场净化等焦点，与会嘉宾提出诸多
种业振兴新建议。

加快摸清种质资源“家底”

记者在 2023 中国种子大会上了
解到，近年来，我国在种质资源普查
收集、精准鉴定、资源库建设、开发利
用等四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种质资
源保护利用取得新成效。

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和海洋
渔业资源库建成运行，畜禽种质资源
库开工建设，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新收
集资源52万份，开展精准鉴定，资源
保护利用水平提升。

在普查方面，我国组织第三次农
作物、畜禽种质资源普查和首次水产
养殖种质资源普查。抢救性保护了
大果猕猴桃、长江刀鱼等一批珍稀濒
危资源，新发现豫西黑猪等多个畜禽
地方品种。

多位专家在种子大会上指出，
我国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有待进一
步加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
工程院院士邓秀新表示，我国园艺
作物资源收集保存取得长足进展，
但评价鉴定不够。目前国家蔬菜
中期库保存的种质资源数量，与排
名第一的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而且
我国保存的资源中国外资源占比
较低。

专家认为，下一步要扎实完成农
业种质资源普查，建立央地协同、科
企合作资源鉴定机制，打牢育种资源
基础。同时，通过国际合作扩展资源
来源。

今年我国将全面完成全国农业
种质资源普查工作。目前，相关部门
正逐步开展普查数据核对归档、资源
编目入库等工作，并将推动资源鉴
定、登记、保存。

“农作物种质资源精准鉴定是
一项长期任务，需要久久为功。”中
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作物
种质资源中心副主任李英慧说，今
后要聚焦稳粮扩油、提升单产等农
业生产急迫需求，重点挖掘高油高
产大豆、短生育期油菜、耐密宜机收
玉米、耐盐碱作物等优异种质。搭
建一批精准鉴定和基因资源挖掘平
台，加快信息化建设，实现精准鉴定
和共享利用同步推进，促进资源优
势不断向创新优势和产业优势转
化。

创新攻关引领新品种
新技术突破

在种子大会上，创新育种成果成
为关注焦点。像韭菜一样割一茬长
一茬，一次播种多次收获……云南大
学农学院院长胡凤益介绍了多年生
稻研究应用的最新进展。

种业振兴行动实施以来，各方加
快推进创新攻关，培育出多个突破性
新品种。我国自主培育的三个白羽
肉鸡品种打破种源依赖国外的局面，
市场占有率超过15%；由中国农业科
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主导培育
的“华西牛”，成为我国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肉牛新品种……

把饭碗端得更稳，业界期待更多
新突破。与会专家指出，我国在部分
品种核心种源领域还有一定的差
距。2022 年，我国全面启动十大主
要粮食和畜禽育种攻关，促进大豆、
生猪等重要农产品突破性品种选育
和示范推广。

育出更多好种子，必须加快育种
技术创新。2021 年，中国农业大学
教 授 赖 锦 盛 团 队 研 发 的 Cas12i、
Cas12j 获得专利授权，我国在基因编
辑核心工具领域实现新突破。“相关
技术已被运用到水稻、玉米、大豆等
作物，以及猪、牛、羊等动物育种科研

中。”赖锦盛说。
每次农业科技重大突破，都带来

生产力的重大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加快玉米大豆生物育种产业
化步伐。

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指出，我
国生物育种的原创基础研究、前沿育
种技术、重大新品种创制能力仍然存
在短板。“必须把握机遇推进生物育
种产业化，实现种业科技高水平自立
自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支撑农业
强国建设。”

扶优企业厚植“市场沃土”

“扶企业就是扶种业，企业振兴
就是种业振兴”成为业内共识。

“在种业振兴五大行动里，企业
扶优就是要让企业做大做强。”中国
种子协会副会长马淑萍说。据了解，
农业农村部从 3 万余家农作物、畜
禽、水产种业企业中遴选出270家优
势企业，对外公布名单并给予政策扶
持，进而构建“破难题、补短板、强优
势”国家种业企业阵型。

企 业 发 展 依 靠 良 好 的 市 场 环
境。近年来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
院出台指导文件，部署推进种业知识
产权保护专项整治。农业农村部持
续开展种业监管执法年活动，推出了
品种DNA指纹公共平台和首批打假

护权种子检验机构，撤销了国审品种
233个和登记品种829个。最高人民
法院 2021 年出台最新司法解释，
2022 年印发涉种刑事审判指导意
见，连续三年发布种业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典型案例，向业界传递了强烈信
号。

一知农业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有关负责人坦言，过去公司代理的
小麦、蔬菜等品种权纠纷案件时有
发生。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逐渐
完善，侵权、“套包”情况大幅减少，
行业对侵权维权的认识也明显提
升。

与会专家指出，当前种业规模企
业仍然较少，市场集中度不高。此
外，创新资源仍一定程度集中在高校
和科研单位。

“现在最缺的是企业里的科学
家，缺懂技术、懂市场的人才。”隆平
生物技术（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吕
玉平认为，创新成果只有真正产业
化，才能发挥最大效益。

针对知识产权保护，中国社会科
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菊丹认
为，新修改的种子法将提升具有市场
竞争力的植物品种的商业价值，但如
何更好地通过专利制度为种业发展
提供法律保护，仍需持续探索。（记
者 赵颖全、罗江、于文静、陈凯姿）

（新华社三亚4月3日电）

从2023中国种子大会透视种业振兴新进展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榴莲作为“消费升级”“餐桌
升级”类的水果，从 2019 年开
始，中国进口新鲜榴莲数量超过
车厘子，榴莲成为进口水果之
王。近日，三亚育才生态区榴莲
基地种植的榴莲树已挂幼果，将
于今年 6 月份成熟上市的消息，
吸引了社会关注。那么，海南省
榴莲产业种植现状如何？如何
发展榴莲种植产业？在4月 3日
举行的海南自由贸易港种业发
展论坛上,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
究员冯学杰说起海南榴莲的“前
世今生”,并对未来海南榴莲种
植提出了具体建议。

60 多年前，海南就
已经尝试引种榴莲树

据了解,随着中国消费需求
的持续增长，全球榴莲进出口贸
易量大幅增加，中国已成为各个
榴莲主产国努力争取的出口市
场。自2017年开始，中国榴莲市
场一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海关
总署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鲜食
榴莲的进口额和进口量分别为
42.05 亿美元和 82.15 万吨，进口
额较 2020 年暴增了 82.4%，进口
量也同比增加了42.7%。榴莲这
么受欢迎，为什么不自己种？早
在60多年前，海南就已经尝试引
种榴莲树，但果树长期不开花、
不结果，国内其他地区亦没有榴
莲种植产业化的先例，榴莲无法
国产，似乎成了业内共识。

面对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
榴莲本土化前景可期。据海南
相关部门统计,目前，海南全省
种植榴莲面积已达3万亩。今年
三亚最早一批榴莲将在 6 月上
市，将让消费者吃到“海南牌”树
上熟榴莲。

据了解，海南榴莲引种分为
自发引进和自发向自觉引进过
渡阶段。冯学杰说,自发引进阶
段时间为上世纪 50年代到 80年
代，主要是引进种子，如保亭热
作所1958年引种的大树，鲜有开
花结果。自发向自觉引进过渡
阶段时间为上世纪 90 年代到本
世纪初期。引进的有种子、嫁接
苗，寻求引进的单位有三亚育才
金葆公司、保亭新星农场种植
户、保亭三道榴莲基地等。部分
基地开花结果良好，其中不乏优
良单株。

尽管有独特的气候条件,但
依旧没有形成“气候”,目前,除
了保亭三道榴莲基地连续几年
挂果之外，目前,规模种植开始
开花挂果的有陵水莉可密榴莲
产业有限公司、海南省优旗农业
股份有限公司和海南传福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的榴莲园，海南万
保实业有限公司和海南领秀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等果园也有少

量榴莲树初次开花。
冯 学 杰 说, 榴 莲 是 一 种 很

“挑”又“爱享受”的水果，榴莲必
须“住”山里，喜欢冬暖夏凉气
候 ，背 风 生 长 ，湿 度 要 控 制 在
75%到 85%。三亚地处北纬 18
度，属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年
平均气温 25.7℃，全年平均日照
时长达2534小时，是培育和推广
热带优异果蔬种植的理想之地,
这也是育才榴莲基地成规模上
市的重要原因之一。

怎么实现榴莲“本
土化”？推广林下栽培
模式的可行性很高

无法成规模种植的原因在
哪？冯学杰说，首先，海南榴莲
产业在“三无”条件下启动，面临
的问题和困难不少，种苗主要来
自境外，目前榴莲种苗基本为民
间从东南亚引进，质量良莠不
齐，留下较大隐患；其次,民间自
发种植，缺少产业规划,存在较
大风险；作为外来树种，海南没
有规模化种植先例，在品种适应
性、适栽区域、管理技术等方面
尚待探索研究。容易发生寒害、
热害等，部分基地出现死苗、僵
苗等情况。冯学杰建议,在规范
种苗市场上,畅通进口渠道，合
法合规进口种苗；建立种质资源
库，开展资源创新利用,建立优
良品种母本园，实现种苗自主繁
育,科学布局示范点，推动优良
品种认定。他还建议加大对资
源引进收集的企业、科研单位等
资金支持，激发其资源收集的积
极性。积极协调沟通农业农村
部、海关部门,简化通关手续，缩
短通关时间，提高资源引进的效
率和质量。大力支持榴莲种质资
源圃建设，协调解决资源圃用地
问题等；加大关键技术研发力度,
针对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控、整枝
防风、花果管理、产期调节、品质
提升等开展科学研究，研发集成
海南榴莲栽培技术标准,扩大试
验示范，科学种植区划。此外,在
明确可以种植的三亚、保亭、乐东
等地加大生产性示范面积。加大
中部、北部试验示范点面积，科学
布局榴莲种植区域。在五指山、
琼中、屯昌、万宁、琼海、定安、文
昌、澄迈等市县建立试验点，通
过试种观察，评价种植适应性，
科学区划榴莲种植区域。

“从保亭、乐东的成功经验表
明，榴莲-槟榔套种模式是一种节
本高效的榴莲种植模式，也是海
南的典型经验。”冯学杰认为,推
广林下栽培模式的可行性很高。
另外，改造低产橡胶园，采用宽窄
行方式种植榴莲同样是一种防风
和节本增效的模式，建议开展试
验示范，成功后扩大推广。

本报讯（记者 李鑫）“南繁硅谷论
坛致力于成为搭建南繁硅谷建设沟通
交流平台，密切沟通，深度融合，与南繁
专家携手同行，抢抓发展机遇期，共同
推进南繁事业蓬勃发展。”4 月 3 日上
午，2023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
坛举行国家级种业创新平台驱动南繁
硅谷创新发展圆桌对话和种业产业链
发展助力南繁硅谷建设圆桌对话，凝聚
政、产、学、研等领域的精英智慧力量，
共同助力建设集科研、生产、销售、科技
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服务全国的南
繁硅谷。

“在人才培养方面，海南大学目前
已有 500 余名研究生入驻崖州湾科技
城。”九三学社海南省委员会副主委、海
南大学副校长曹兵分享了高校助力南
繁硅谷建设的经验，“海南大学目前和
多个院校、企业形成紧密合作关系，积
极参与乡村振兴，服务‘三农’工作。”

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
同样为南繁硅谷建设注入人才力量。

该院院长彭军说，“中国农业科学院作
为国家级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的排头
兵，目前已经有 300 余人的创新队伍
全职全时在崖州湾科技城创新创业，
包括海南专项研究生队伍、博士后

等。”
“种业企业是我们把科技成果产业

化、走向农村和田间的重要枢纽，我们
开展联合‘揭榜挂帅’项目，就是希望助
力种业企业做出‘大品种’和‘好品种

’。”海南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合作交流
部负责人夏勉说，今年年初，海南省崖
州湾种子实验室相继与中国种子集团、
三亚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联合启动了

“揭榜挂帅”项目，围绕玉米、大豆等主
要农作物的关键技术进行科研攻关，探
索打造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样板。

“海南既具备产业发展优势，也具
备未来农业产业升级的优势，所以种业
企业既要把自身产业链延伸的‘经’念
好，也要更好支持服务带动海南本地的
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先正达集团中
国种业战略与政府事务总监张晓强表
示。

“崖州湾科技城致力于打造一个有
全球影响力的种业科技创新中心，融合
了科技创新链、要素支撑链和开放产业
链。”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副局长
吕继洲表示，崖州湾科技城将持续加强
制度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人才引
进，深化资源整合，为科学家和企业家
提供更好保障。

圆桌对话凝聚发展智慧 推动南繁事业蓬勃发展

4 月 3 日，2023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举行国家级种业创新平台
驱动南繁硅谷创新发展圆桌对话。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海南榴莲的“前世今生”：

以前种不活 如今将上市
本报记者 张慧膑

引种榴莲长势良好。本报记者 张慧膑 摄

4 月 1 日，与会者在参观论坛展览。新华社记者 樊雨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