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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繁，不只是一个地名。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个品种可

以造福一个民族。南繁，由此成为中国种业自

立自强的高地。

一天天、一年年，几代育种科学家数十年如

一日坚守，一辈接一辈深耕。他们不惧日晒雨

淋，反反复复在田野里，盯着一颗颗种子，从种

下、破土、长叶，到拔节、开花、结果。

“育种基地”成长为“种业高地”，肩负起“用

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重任。新时代

新征程，这份责任又有了新的使命：“实现种业

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扛起新使命，就要在种业科技体制机制创

新上下功夫。

打破各自分散作战的传统形态，真正破解

粮食产业之需，以问题导向、企业点题、市场驱

动来引导科技攻关。未来的南繁，不仅是种业

科技成果诞生之地，更是农业科技体制创新的

策源之地。

扛起新使命，就要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上下功夫。

种业是典型的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高

新技术产业，种业竞争的核心是知识产权的竞

争。加大对种业创新成果的保护力度是农业高

质量发展的前提。未来的南繁，不仅能诞生更

多好种子，每一粒种子内还应牢牢嵌入一颗“中

国芯”。

扛起新使命，就要在为广大科技工作者解

决后顾之忧上下功夫。

既着力解决好人才普遍关心的子女入学、

配偶就业、住房、医疗等问题，又为人才队伍建

设、交流、合作、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未来的

南繁，不仅是种业创新的高地，更是海内外科技

人才源源不断、蓬勃涌现的人才高地。

南繁扛起新使命
赵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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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万亩的土地，繁育出全国 70%以上的新

品种——南繁，“中国种子”的摇篮。

昨日的南繁，是中国传统的“育种基地”。

多年来，每年冬春，全国 800 多家科研院所、

高校及企业约 7000 名农业专家带着水稻、玉米、

棉花等夏季作物，来到海南的三亚、陵水、乐东一

带进行繁育，加速育种过程，缩短育种年限。从

南繁“走出去”的杂交水稻，累计种植面积已超过

3 亿公顷。每年，都有数千万公斤优良种子由南

繁基地发往全国各地。

今天的南繁，已成为自立自强“种业高地”。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必

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2018 年、2022 年，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到南繁考察。在去年底召开

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发

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整合各级各类优势科研资

源，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构建梯次分明、

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要打

造国家农业科技战略力量，支持农业领域重大创

新平台建设”。

从“基地”变“高地”，从单纯育种向种业全产

业链转变，是时代赋予南繁的新使命。

紧紧攥住中国种子，才能牢牢端好中国饭

碗。本报记者深入南繁，看“中国种子”如何生长。

体制机制创新的种子正萌芽

踩着泥泞的田埂走进正在建设的国家野生

稻种质资源圃，只见风吹稻浪，水鸟翩跹。

“这里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野生稻种质资源

圃，占地 168.21 亩，保存着全球 21 种野生稻、1.3
万份野生稻种质资源。”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

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圃田间管

理员程云连说。据介绍，资源圃建成后，野生稻

资源保存能力将达 4 万份，年鉴定评价 1000 份以

上，年共享利用 3000 人次以上，有望实现野生稻

种质资源的便捷共享利用。

心往一处想，才能劲往一处使。过去由于体

制机制障碍，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家科研团队、

上千名科研人员，在南繁工作期间缺乏科研交

流，习惯单兵作战。南繁建设种业创新高地，首

先得搭建科研交流、成果共享的平台。

南繁，种下一颗体制机制创新的种子。

2019 年 2 月，海南省成立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管理局，为科研人员提供服务保障。在崖州湾

科技城管理局推动下，零散力量逐渐整合，科研

壁垒不断打通。

2021 年 5 月，崖州湾种子实验室正式挂牌成

立。2023 年 1 月，国际玉米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

中心项目主体封顶。南繁作物表型研究设施、种

业创新中心、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圃等科研基础

设施和关键共性平台加快建设。南繁种业科技

创新平台集群逐步成形。

有了平台，还得有企业。截至去年年底，崖州

湾科技城累计入驻种业企业 114 家、涉农类企业

939家，其中包括中种集团、九圣禾等知名种企。

“引企”也“育企”。隆平生物技术（海南）有

限公司是最早入园的企业之一。2019 年 3 月初

创 时 ，公 司 只 有 资 本 1000 万 元 ，一 共 10 个 人 。

2020 年，崖州湾科技城为隆平生物配备了 1000
多 万 元 的 先 进 仪 器 设 备 和 1500 平 方 米 的 实 验

室，三亚市政府又提供了 56 亩试验田，解决了公

司发展的“急难愁盼”。“我们研发出多个抗性优

良产品，先后获得 10 余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10 人变成 100 多人，1000 万元注册资本变成估值

近 40 亿元。”隆平生物法规总监刘枫说。

建了平台、聚了企业，怎样将科学家们的科

研成果充分利用起来？崖州湾种子实验室的“揭

榜挂帅”新举措受到欢迎。

企业命题、院校揭榜答题、市场评估，不考核

论文、不搞繁琐流程、完全以成果论英雄，“揭榜

挂帅”大大提升了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效率。自

2021 年 11 月以来，种子实验室已经联合企业开

展了三期“揭榜挂帅”，累计推出 103 个课题项

目，吸引了来自国内 76 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

业科研团队。

“经由我们的平台，通过‘揭榜挂帅’的形式，

把分散的科研机构和力量整合起来，把实验室里

的‘创新链’与种子企业急需的‘产业链’打通。”

崖州湾种子实验室合作交流部负责人夏勉介绍。

产业发展的种子已落籽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李自超最近很高

兴。今年初，崖州湾种子实验室与中种集团开展

联合“揭榜挂帅”，他成功申请到一个和团队研究

方向相近的课题，未来一段时间，都不用为科研

经费发愁了。

“企业想培育水稻新品种，我们负责做研究，

项目的科研经费一半由实验室提供，一半由企业

支付。”李自超笑着说。

以产业为导向进行科研攻关，引入市场力量

提供科研经费。攻关专利归企业所有并进行市场

开发推广，攻关团队也能享受成果转化后的分红。

2022 年 4 月 10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考察调研并指出，要围绕保障

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集中攻关，实现种业

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用中国种子保障

中国粮食安全。

海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支持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开展种源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集中科研院所及企业力量搭建公共科

研平台、打造育种联合攻关的新力量。

走进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种子实验室大型仪

器公共服务中心，DNA 蛋白操作室内，华大基因

的研究员羊家俊正处理着几份来自不同科研团

队的材料，操作实验仪器进行 DNA 提取。质谱

室、离心机室等实验室里，质谱仪、扫描电镜、共

聚焦显微镜等先进科研仪器高效运行。

记者看到，每台大型仪器前都有本登记册，

详细记录着每一次使用的具体情况。据负责仪

器维护的赛诺菲公司工程师李锦春介绍，凡是与

种子实验室进行科研合作的科研队伍，只要提前

在线上系统预约申请、到现场再进行纸质登记备

份，就可以自主使用设备。

“公共服务中心由种子实验室牵头，和企业

联合打造，目的是提供一个开放、共享、高效的公

共技术平台。”中国科学院海南种子创新研究院

高级实验师赵显峰介绍，“搁以前，所有材料都得

寄回内地的实验室分析。几百万元的设备开放

公共使用，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过去“老南繁”不敢想的事，如今在这里成了

常态。

成立仅两年，崖州湾种子实验室发展迅速，

如今已拥有了 17.2 万平方米物理空间，配套科研

设备 7200 余台（套），大型仪器公共服务中心、核

心种质资源库、人工气候室等 12 个开放共享平

台及科研设施已投入使用。20 位院士在这里启

动了院士创新团队筹建工作。

崖州湾种子实验室的发展，也吸引来一批科

创基金。去年，两只种业单一方向产业基金——

崖 州 湾 国 际 南 繁 科 技 创 新 基 金（总 规 模 10 亿

元）、南繁育种产业投资基金（首期规模 6 亿元）

落地崖州湾科技城。

“以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引领、以产业

急需为导向，南繁正种下大片产业发展的种子。”

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党委副书记林海说。

环境保障的种子要开花

前边是中国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的试验田，后

边是成片结着棉桃的棉花，一眼望去，南繁服务站

（坡田洋）的三层白色小楼在万亩良田中分外显眼。

站在一块大屏幕前，服务站负责人孙吉先介

绍起南繁的智慧管理系统。屏幕上，附近几片田

间 的 土 壤 、水 质 、生 态 气 象 等 实 时 状 态 一 目 了

然。依托无人机遥感、物联网、大数据等平台，服

务站实现了天、空、地立体监测，以及智能决策和

分类分时智慧管理。

南 繁 人 不 怕 苦 、不 怕 累 ，唯 独 怕“ 为 地 发

愁”。如今，有关部门和海南省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26.8 万亩南繁用地全部纳入永久基

本农田予以重点保护，科研人员可以通过手机

“云选地”，再通过南繁服务站“云种地”，“育繁

推”全流程都有了保障。

“科研院所、企业、大学科研人员只管专心搞

科研，我们来当田间地头的大管家。”孙吉先说。

崖州湾科技城实施大力度人才补贴政策，5
年来，已建成可面向市场的安居房 5000 套、人才

公寓 1500 套。

“可以说，崖州湾科技城的科研人才现在基

本都能够安居乐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党委

专职副书记牛晶晶说。

更让中棉所野生棉种质基地负责人刘平开心

的是，随他一起来到南繁的女儿，今年可以入读崖

州湾城区小学。崖州湾科技城为了解决人才子女

教育问题，新建成 4所幼儿园和多所中小学，同时

统筹调配三亚市属学校，提供充足的学位指标。

“不发愁了，敢放开手脚干了！”刘平说。

没了后顾之忧，科研人员干劲十足，成果接

连涌现。南繁种下的环境保障的种子，开始开花

结果。

“我们多措并举，打造崖州湾知识产权特区，

最大力度保障知识产权。”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宁如介绍，“每一份种子，都

记录有 DNA 身份信息，拥有自己的‘身份证’。

科技城首创种质资源 DNA 身份信息第三方分子

检测鉴定和第三方存证业务。首单植物新品种

‘丹霞红’梨的交易价格达 2200 万元。”

海南自贸港首家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海

南自贸港农业植物新品种审查协作中心、自贸港

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庭等先后落地崖州湾科技城，

专利、商标、版权、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五合

一”行政管理体制逐步落成。

如今，一般需要 600—1000 天完成的种业专

利申请，在科技城只需要 50—90 天。实用新型

专利审查周期由全国平均的 9 个月缩短至 15 天，

外观设计专利审查周期由全国平均的 8 个月缩

短至 7 个工作日左右……

“未来，不仅要让知识产权得到有效保护，还

要逐步建立完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帮助企

业通过平台实现产研对接。”崖州湾科技城管理

局知识产权部部长陈浩告诉记者。

人才发展的种子在播撒

南繁发展，关键在人。

5 月 13 日，崖州湾科技城举办引进人才证书

颁发仪式，向认定的 41 名科技城引进人才代表

颁发人才证书。目前，崖州湾科技城累计引进各

类高层次人才 1656 人，已兑现科技城引进人才

奖励 1.1 亿元。

“引才”也“育才”。国内 13 家高校及科研院

所的分支机构，正与海南合作在崖州湾科技城培

养研究生，设置专业 90余个。目前园区在培硕博

研究生 3299名，其中“海南专项”政策培养的研究

生 2955名。“如果没有这项政策，很难有现在的科

研机会。”曹晓风院士团队的博士生刘成立表示。

在南京农业大学三亚研究院的南繁基地，记

者遇见了负责人袁世峰。据他介绍，基地的 287
亩高标准综合试验田里种满了大豆、水稻、葡萄

等作物。如今基地正在进行特色葡萄的种植技

术推广工作，希望能带动当地农户致富增收。

“把科学种植的方法交给农户，培育出更多

技术能手，授人以渔。”南京农业大学三亚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姜爱良表示。

新方法，农户会不会摸不清产量，不乐意种？

“我们开培训课，种给他们看。”姜爱良说。

人才兴，带动产业兴、推动南繁兴。

在南繁基地，专门划出了 5040 亩地建设国

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由海垦南繁产业集团负责

管理。最近，他们把“分店”开到了邻近的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

4 月 13 日，保亭七仙岭全球热带水果博览中

心开园试运营。走进园区，可以见到口感绵软、

味道香甜的冰淇淋果，手指大小、味道酸甜可口

的柠檬……据了解，七仙岭全球热带水果博览中

心项目总规划面积约 3 万亩，总投资约 34 亿元。

目前已种植数百个品种的植物，引进上百个世界

同纬度地区新奇特优水果品种。

“立足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就能不断挖掘

南繁的产业溢出效应。”海垦南繁产业集团党委

副书记高举廷说，“我们要继续发展好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带动当地百姓致富增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

盯 着 有 限 的 耕 地 ，要 把 思 路 打 开 ，树 立 大 食 物

观。”“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

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

不行。”

海南水域温暖，水产也能“南繁”。5 月 5 日，

一艘装载有 100 万尾金鲳鱼鱼苗的渔船从海南

陵水新村港起航，前往马来西亚。“我们繁育的鱼

苗产量高、肉质好、抗病力强，不光在国内受欢

迎，还远销东南亚。”晨海水产有限公司外贸部经

理李伟说。

“目前，我们已经初步建成海水鱼类种质资

源库，研发出‘虎龙杂交斑’等多个国审水产新品

种。”晨海水产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赵广文介绍。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南繁基地正

发展为全要素支撑有力、全产业链优化升级、新

业态新经济繁荣发展的“种业高地”，书写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

一个崭新的南繁，正加快孕育“中国种子”的

未来。

图①：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入口。

马征辉摄（人民视觉）

图②：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雅布伦产业园。

马征辉摄（人民视觉）

图③：三亚崖州区坝头南繁公共试验基地，

工作人员在操纵自动插秧机。

本报记者 赵展慧摄

图④：南繁大地好风光。

马征辉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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