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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是 我 国 实 施 种 业 振 兴 行 动 的 第 三

年。2021 年以来，农业农村部按照“一年开好

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十年实现重大

突破”的总体安排，全面启动种质资源保护利

用、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升、市场净化

五大行动。“各方合力，种业振兴行动顺利推

进，特别是一些基础性、开创性、长远性领域

有了新进展。”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

杨海生说。

用种供给充足，春耕
良种落地生根

浙江省桐庐县瑶琳镇皇甫村，扬花后的小

麦已进入生长旺盛期。“再过半个多月，麦子就

可以收割了，接着就要种晚稻。稻种 3 月份就

到位了，这段时间催芽、育秧，时间刚好。”兴荣

家庭农场负责人向毅说。

桐庐县农技中心主任徐立军介绍，今年

全县单季晚稻意向种植面积比去年增加 1 万

亩，春节后县里就组织协调种子公司和农资

经营服务网点，加大农资采购调运力度，提前

做好资金筹措和供需对接。目前，15 万斤优

质稻种已送到农户手中，其中包括“甬优”系

列 杂 交 水 稻 、中 国 水 稻 研 究 所 选 育 的“中 浙

优”系列品种等。

在北大荒尖山农场有限公司大豆良种繁

育基地，流水线上一粒粒饱满的大豆种子，经

过包衣、装袋后整装待发。作为国家级制种大

县（场），这里每天生产大豆种子 80 余吨，供应

黑龙江、内蒙古等地种植户。

“近期我们这里进入春耕大忙，比往年提

前 10 天左右。农场繁育的大豆种子纯度高、

品 质 好 、品 相 优 ，很 适 合 第 四 积 温 带 地 区 种

植。”尖山农场公司农业科技服务中心主任姜

凯岩介绍，去年通过品种对比试验，结合田间

表现及测产数据，共筛选出“佳豆 30”“龙垦

306”“龙垦 3092”等 22 个高产优质大豆品种。

当前，全国春耕生产正从南向北深入开

展。据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今年全国农作物

种子市场总体上供大于求，品种结构更加合

理，总体质量合格率稳定保持在 98%以上。春

夏播作物种子市场供应充足，基本都已铺货下

摆入户到位，少数热销品种价格略有上涨。

农以种为先。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育种

创新攻关力度，品种选育数量大幅增加，类型

不断丰富，一批高产稳产、优质绿色新品种加

快推出。去年，国审米质达到国标二级以上优

良品种占比首次超过六成，兼具绿色、优质、高

产的“三好”水稻品种就有 22 个。

品种数量快速增多的同时，也存在着品种

同质化问题。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

室主任、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刘

信表示，这既给农民选种用种带来了一定的困

难，也不利于品种选育创新。针对这几年业界

关注的“仿种子”问题，2021年以来，按照依法依

规、重点突破、宽严相济、分步推进的思路，农业

农村部先后启动了向日葵、黄瓜、甜瓜等登记品

种清理工作，受到一致好评。

“很多企业表示，更有信心加大育种研发

投入，培育出更多的好品种。”刘信介绍，下一

步，农业农村部将持续推进问题品种清理，同

时完善品种登记制度，修订非主要农作物品种

登记办法，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坚决把“仿种

子”问题整治到位。

分类引导推广应用，
向良种要产量

山东省沂南县苏村镇瞿家庄村的高效温

室蔬菜大棚里，一根根黄瓜挂满藤蔓。村民李

桂伟一大早就忙活开了，“这个品种株型紧、不

歇秧，一次一亩能摘七八百斤。”

好收成离不开好种子。不远处的卧龙种

业产业园就是当地黄瓜产业发展的“引擎”。

园区里，一车车优质黄瓜苗带着新鲜的泥土，

运往全国各地。“选育优质品种，科学集中育

苗，种苗成活率达到 95%以上。”卧龙种业公司

总经理黄翔介绍，公司和天津科润黄瓜研究所

合作，选育和推广了“科润 99”“科润 33”“阳

都一号”等一系列早春、秋延与越冬新品种，累

计推广种植良种黄瓜 20 万亩。

在苏村镇，龙头企业引领，科企合作，逐渐

形成年供应良种 230 万斤的种业产业集群。

去年，沂南县蔬菜产业总产值达 81.6 亿元，有

力带动农民增收。

种子年年选，产量节节高。每年播种前，

选啥品种是农民关心的头等大事。从今年起，

农业农村部决定编制发布国家农作物优良品

种推广目录（以下简称目录），指导农民科学选

种、正确用种，引导育种企业和单位育好种、推

好种。

36 个水稻品种、22 个大豆品种、21 个大白

菜品种……翻开今年的目录，“米袋子”“油瓶

子”“菜篮子”里装满“中国种”。杨海生介绍，

围绕需求，今年重点推介 10 种农作物、241 个

优良品种。

与以往品种推介不同，今年的目录将所有

品种分为骨干型、成长型、苗头型和特专型 4
种类型。“一个品种推广应用有其生命周期，这

样分类可以呈现出相对完整、递次推进的品种

推广梯队，通过分类引导品种推广应用，加快

推动品种更新换代。”杨海生说，后续还将做好

统筹规划、协调联动，进一步建立健全农作物

品种展示示范体系，加快优良品种推广应用，

持续推进农业生产单产水平提升。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全力抓好

粮食生产。”稳住面积、主攻单产、力争多增

产。刘信表示，种子作为农业的“芯片”，支撑

单产提升的潜力还很大。

刘信介绍，我国农作物品种先后经历了 6
到 8 次更新换代，特别是新时代 10 年来，良种

大面积应用，有力支撑粮食产量不断提升。如

“郑单 958”“先玉 335”“登海 605”等品种，推动

玉米平均亩产从 331 公斤提高到 419 公斤。“济

麦 22”“矮抗 58”“百农 207”等品种，推动小麦平

均亩产从 300公斤提高到 387.3公斤。

“也要看到，我国大豆、玉米大田平均单产

只有国家品种试验单产的 70%左右，与国际先

进水平也有不小差距。”刘信说，要通过持续品

种选育和技术集成，尽快缩小大田产量和试验

产量之间的差距，将现有品种的增产潜力充分

挖掘出来。

大豆油料品种选育加
快，不断擦亮种业“芯片”

橙黄色瓜瓤的彩虹西瓜，一口爆汁的樱桃

番茄……前不久，在 2023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

繁硅谷论坛上，近 2000 个优新品种亮相三亚

市崖州区国家现代农业（种业）产业园。

我国有七成育成新品种经过海南南繁选

育，伴随密集落地的扶持政策和重大项目，这

片南繁热土正成为种业振兴的前沿窗口。过

去一年，从人才集聚到平台建设，崖州湾种子

实验室发展迅速。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洋介

绍，聚焦国家粮食安全和种业创新中的重大科

学与技术问题，从当前重大迫切需求和抢占未

来制高点两方面出发，实验室将扛起“生物育

种前沿理论和关键技术突破、核心种源创制及

大规模鉴定、重大品种精准设计与培育”三大

使命，加快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

育种创新的动力更足了。国家农作物种

质资源库和海洋渔业资源库已建成运行，农业

种质资源普查新收集资源 52 万份。我国自主

培育的 3 个白羽肉鸡品种打破国外种源垄断，

市场占有率超过 15%。

骨干种企的优势更强了。我国从 3 万多

家种业企业中遴选出 270 家优势企业，构建国

家种业振兴企业阵型，推动创新要素集聚，培

育打造航母型领军企业、隐形冠军企业和专业

化平台企业。

良种繁育的能力更强了。制种大县奖励

政策和现代种业提升工程深入实施，由 216 个

农作物基地、262 个畜禽核心育种场、91 家水

产原良种场组成的种业基地“国家队”，推动供

种保障率提高到 75%。

原始创新的环境更优了。随着新修改的

种子法实施，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进一步

健全，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专项整治和监管执法

年活动深入实施，形成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套

牌侵权违法行为的“组合拳”。

今年，我国将加力扩种大豆油料。“现有品

种基本可以保障扩种需求。”刘信说，当前，年

推广面积 10 万亩以上的品种中，高油和高蛋

白大豆品种占比达到 41%，油菜品种全部实现

低芥酸、低硫苷“双低”化，已育成抗倒宜机品

种和抗根肿病品种，花生已培育出高产高油高

油酸品种。

擦亮种业“芯片”，拎稳“油瓶子”，还需长

短结合、久久为功。刘信介绍，下一步，农业农

村部将扎实推进种质资源精准鉴定，从国家和

地方两个层面组织优势科研单位和企业开展

育种联合攻关，加快培育高产、优质、宜机化大

豆油料突破性品种。同时，严把品种准入关

口，强化新品种权保护，在适宜生态区开展优

良品种技术集成和示范，促进更多优良品种

落地。

企业育好种，农民用良种

种业振兴行动持续推进
本报记者 郁静娴

乡村振兴，既要
塑形，也要铸魂。传
承和弘扬好乡土文
化，要立足乡村和农
民主体，不断丰富公
共文化服务供给，以
文明乡风引领和美乡
村，同时以文兴业、以
文惠民，为产业振兴
提供更多源头活水

四川兴文苗族花山节

上，芦笙悠扬迎客来，载歌

载舞“踩花山”；河北黄骅

面花制作非遗工坊，好看

的面花里，揉进了浓浓乡

愁；湖北枝江同心花海农

民运动会上，独轮运瓜、车

水抗旱、池塘抓鱼，一项项

农 耕 竞 技 比 赛 妙 趣 横 生

……丰富的文化活动，让

这个春天的乡村沃野异彩

纷呈。

文化振兴是乡村全面

振 兴 的 重 要 内 容 。 近 年

来，从“送戏下乡”到“村歌

村晚”，从乡村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到特色文化产业蓬

勃发展，各地深入实施文

化惠民工程，不断完善乡

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

明乡风劲吹田野，提振了

乡亲们的精气神。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随着农村物质

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的文化需求也在不断升级。

今年年初，文化和旅游部、农业农村部等相关部门启

动“大地欢歌”全国乡村文化活动年，以“四季村晚”

“农业文化遗产里的中国”文化展示活动为引导，带

动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守护乡村的根和魂，就要在厚植文化

基因的基础上，赓续农耕文明、推进移风易俗，让广

大农民的精神生活更加富足。

传承和弘扬好乡土文化，要立足乡村和农民主

体。文化只有扎根泥土，才能枝繁叶茂。“箫鼓追随

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古树、祠堂、山歌、民俗

……乡亲们身边的景和事，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也最能引起共鸣。像北方的泥

塑面雕，南方的饭稻羹鱼，都与农民日常的生产生活

息息相关。挖掘和涵养乡土文化，要从这些接地气

的内容入手，突出地域和乡土特色，充分调动农民的

主动性和创造性，把文化种到心坎里，让那些记忆里

的乡愁重新焕发生命力。

传承和弘扬好乡土文化，需要与时俱进，不断丰

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一方面，要加快补齐农村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短板，依托农家书屋、文化礼堂、村民广

场等载体，为乡亲们开展活动提供更多场地设施。另

一方面，要创新文化传播的媒介和形式，比如采用云

上课堂、积分制、新时代文明实践等多种形式，创设多

元场景，发挥乡贤作用，引导邻里乡亲守望相助，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以文明乡风引领和美乡村。

让乡土文化这棵大树更加根深叶茂，以文兴业、

以文惠民是重要路径。乡村独有的历史印记、特色

文化，可以变成产业振兴的源头活水。这几年，不少

乡土内容的短视频十分红火。前不久抖音发布的

《乡村文旅数据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新增乡村内容

数超 4.59 亿个，播放量同比增长 65%，引来 415 亿次

的点赞，乡村文旅打卡地达 15.17 余万个，乡土文化

的魅力可见一斑。通过深度挖掘、盘活历史文化资

源，培育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广袤乡村许多老

乡吃上了香喷喷的“旅游饭”，日子越过越滋润。

看山望水忆乡愁。无形的文化，联结着有形的

田园、村庄，将乡亲们牵系在一起。“种”好、培育好乡

土文化，必将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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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绍兴嵊州市崇仁镇茶亭岗村物流公

共服务点，负责人应飞雁正忙着把炒好的茶叶

分拣、包装、贴单。她告诉记者，进入春茶采摘

季后，平均每天有 50 箱茶叶从这里运出去。“以

前卖茶叶麻烦得很，得送到 20 公里外的批发市

场，要是寄快递，还得专门跑到镇里，想要当天

寄出，就得一早出发。”村民黄李吉说，现在只

需将茶叶送到村里的物流公共服务点就妥了。

这样的“一站式服务”省心省事，也让茶农

增收不少。黄李吉算了笔账：“茶叶线上零售

比卖到批发市场每斤售价高出 30 元，通过物

流公共服务点寄运，每斤还能节省 3 元左右运

费。”应飞雁负责的服务点惠及茶亭岗村及周

边 2270 余名农民，去年帮助农户节省农产品

上行运费近 6 万元。

嵊州四面环山，村庄散布。为破解农村物

流服务难题，市里积极整合资源，完善软硬件配

置，打造“分拨中心—配送中心—农村物流公共

服务网点”三级城乡物流服务网络，形成了以

“公交带货为主，专线物流为辅”的农村公共物

流服务体系，打通了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

为补上硬件短板，嵊州实施农村公路提升

改造三年行动和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造行动。截

至目前，已累计投入 40.8亿元，提升改造农村公

路 1110多公里，实现了公路、公交“村村通”。

在此基础上，嵊州对快递资源进行整合，

利用现有乡村客运站、商超便利店、农资服务

站、金融服务点等，先后建立了 1 个分拨中心、

3 个配送中心和 241 个农村物流服务网点，实

现了行政村快递网点全覆盖。

“我现在也跟城里人一样，能在家门口收

快递。”自打服务点建起来后，贵门乡玠溪村

70 岁的郑炉星老人足不出户，就能收到在江

苏南京的儿子寄来的各种物品。“我是村里的

‘乡使’，会把快递给留守老人送上门。”玠溪

村物流服务网点负责人陈海芳说。

嵊州市从运输服务站员工、本地村民中择

优聘任“乡使”，承担物资集散、信息传送、收发

快递、民情采集等职责。收上来的快递，统一

交给进村的公交班车，再发至乡镇和城区的快

递点。

“公交车内设有带货专用储物箱，配置物

流包装循环袋，快递不占座。”嵊州市长运城乡

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经理卢少峰介绍，公司以

252 辆 城 乡 公 交 车 为 载 体 ，结 合 快 递 到 达 时

间，上午、下午各安排一趟上行和下行运输车，

免费将货物及时送到各农村物流服务网点。

节假日或农产品销售旺季，还会增加物流配送

专车，开辟农村物流专线。“每年桃形李、辉白

茶、香榧上市期间，我们会开设多条个性化定

制专线，将农产品运送到市区分拨中心，助力

农产品销售。”卢少峰说。

物流畅通，农民增收。去年嵊州农村地区

快递收发量近 80 万件，同比增长 33%，农村公

共物流服务帮助农户节省农产品上行运费超

400 万元。嵊州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邮政

管理局副局长许顺军表示，为形成可持续的运

营模式，嵊州市将继续加大投入，升级农村公

共物流服务体系，搭建城乡配送物流信息平

台，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

浙江嵊州公交带货为主，专线物流为辅——

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窦瀚洋

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春耕以来，各地推进农

机与春耕生产各环节融合，农民从会种地到“慧”种地。现代化农

机设备驰骋沃野，推动春耕生产节本提质增效。

图①：湖南省洞口县高沙镇木山村，农机员正驾驶插秧机栽

插早稻秧苗。 滕治中摄（人民视觉）

图②：江西省宁都县会同乡的油菜进入成熟期，农机手驾驶

收割机在收割油菜。 朱海鹏摄（人民视觉）

农机助春耕

春得一犁水，秋收万担粮。走进山东省日照市五莲

县于里镇的高标准农田，一条条长约 30 米的黑色软管平

铺在麦地里。窦家官庄村村民窦晨利站在泵站门前，拿

出电卡，轻轻一刷，水雾便从管壁上的小孔中喷出，小麦

喝上了“解渴水”。

“节水灌溉工程是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的重要内容，不

仅能高效节水，每亩地每年至少还能增加 300 斤粮食产

量。”于里镇高标准农田项目分管负责人许崇刚说。

五莲县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科负责人焦振刚介绍，山

地、丘陵占全县总面积的 86%，县里因地制宜建设旱涝保收

的高标准农田，通过合理归并和平整土地、修筑坡耕地田

坎，促进田块规模适度、集中连片、田面平整，推进农田宜机

化建设，通过新建水利设施，培肥改良地力，促进粮食增产。

建好还要管好。五莲县先后在全县推广村组集体集

中管护的“共管模式”、委托种粮大户和新型经营主体管

护的“托管模式”、由农民用水户协会管理的“自管模式”，

建立起高标准农田设施工程管护长效机制。

农田高标准，粮食喜增收。“2019 年以来，五莲县已建

成 17 万亩高标准农田，新增粮食产量 1868.1 万斤。”五莲

县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服务中心主任阎明升介绍。

山东省五莲县建成17万亩高标准农田

农田高标准
丰收有保证

本报记者 侯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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