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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种业振

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农业种质

资 源 是 国 家 战 略 性 资 源 ，事 关 种 业 振 兴 全

局。记者日前获悉：2021 年 3 月起，农业农村

部启动了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业种质

资源普查，全国动员和组织了近 140 万人跋山

涉水、进村入户，目前已完成普查各项任务，

新收集种质资源 53 万多份。

摸清家底
新收集和发现了一批宝贵

资源，首次覆盖水产领域

“农业种质资源的种类数量和区域分布，

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

司一级巡视员孙好勤说。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先后组织过两次全国农作物和畜禽种质

资源征集调查，距今已分别过去 30 余年和 10
余年。

专家表示，新形势下开展全国性的农业

种质资源普查，对于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

种源自主可控意义重大。

据 介 绍 ，此 次 普 查 覆 盖 了 农 作 物 、畜

禽、水产领域，其中对水产种质资源普查尚

属 首 次 。 普 查 中 全 面 摸 清 了 资 源 种 类 、数

量 、分 布 、特 征 特 性 等 家 底 ，以 及 近 几 十 年

的消长变化，做到了应查尽查，为今后开展

保 护 利 用 工 作 和 制 定 相 关 政 策 打 下 了 基

础 ，夯 实 了 保 障 国 家 粮 食 安 全 和 育 种 创 新

的资源基础。

同时，普查新收集和发现了一批资源，抢

救性保护了一批珍贵、稀有、濒危资源。

——农作物方面，新收集农作物种质资

源 13.9 万份，国家库长期保存资源种类较普

查前增加了 370 个，增幅达 21.4%。覆盖粮棉

油糖、果菜茶桑等八大类，绝大多数是类型独

特的农家种、土品种，以及一些珍贵的野生近

缘种。

——畜禽方面，新发现和鉴定具有潜在

利用价值的畜禽种质资源 51 个，采集制作各

类遗传材料 107 万份。

——水产方面，摸清了 312 个重点水产养

殖种类的生物学特性，采集制作遗传材料 12
万余份。

“这些新收集的种质资源，有的具有重大

产业发展前景，有的蕴藏着优异基因，有的地

域特色明显。”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

查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李立会介绍。

比如，湖北十堰发现的强耐涝白马牙玉

米、西藏日喀则找到的最高海拔岗巴青稞，都

是丰富“米袋子”、培育抗逆新品种的好材料；

四川阿坝发现的野生黄肉桃、吉林龙井发现

的白花野生大豆，非常罕见，对研究作物起源

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同步保护
对 746 份 濒 危 农 作 物 种 质

资源实施抢救性保护

青藏高原是此次普查的重点区域之一。

普查人员新发现鉴定了帕米尔牦牛、多玛绵

羊等 25 个品种，均为适应青藏高原极端气候

条件的独特资源。

“不少珍贵畜种分布在边远村屯。”西藏

自治区畜牧工作站站长尼玛群宗介绍，受过

去条件制约，前两次调查没有完全覆盖到这

些区域。近 3 年来，各级普查人员走村入户，

寻回种质“遗珠”。普查中新鉴定的多玛绵

羊，生活在平均海拔 5100 米以上的干旱地区，

其产毛、产奶量以及蛋白质含量与普通绵羊

相比具有显著优势。

“在扩大覆盖面的同时，我们在全国范围

内统一技术标准和要求，确保普查数据真实、

可靠、有效。”孙好勤说。

此次普查将 2323 个农业县（市、区、旗、团

场）、62.5 万个行政村、92 万个水产养殖场户

全部纳入普查范围，逐县开展基础情况摸底

和资源收集，编制了农作物、畜禽、水产普查

技术规范。院士教授、一线农技人员、“土专

家”、“田秀才”齐上阵，组建起专业普查工作

队伍，对每个新发现资源开展严格的现场审

核验收和实验室比对确认。

“边普查、边保护”，贯穿种质资源普查

全 过 程 。 在 四 川 省 甘 孜 藏 族 自 治 州 巴 塘

县 ，保 留 着 一 片 特 殊 的 小 麦“ 甲 着 ”。 在 藏

文 里 ，“ 甲 ”意 为 一 百 ，“ 着 ”意 为 小 麦 ，因 每

穗 有 100 粒 左 右 而 得 名 ，粒 数 大 于 普 通 小

麦 。“ 小 麦 多 是 六 倍 体 ，‘ 甲 着 ’是 近 几 十 年

来 收 集 到 的 唯 一 一 份 四 倍 体 小 麦 地 方 种 ，

由 当 地 饮 食 习 惯 需 求 长 期 驯 化 而 来 ，具 有

开发前景。”四川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杨武云

介绍，“甲着”的黄酮含量是一般小麦的 2—

3 倍 ，叶 黄 素 含 量 显 著 高 于 其 他 四 倍 体 小

麦 。 为 抢 救 性 保 护 该 品 种 ，四 川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与 巴 塘 县 农 牧 农 村 和 科 技 局 合 作 ，在

巴塘原生境建立了“甲着”繁殖保护和加工

基地。

“许多新发现的种质资源处于濒危状态，

需要同步开展有效保护，避免得而复失。”孙

好勤介绍。

目前，已对普查发现的 746 份濒危农作

物种质资源，通过原位保护与库圃异位保存

相结合的方式，全部实施抢救性保护；对普

查发现的畜禽资源，落实“一品一策”保护方

案，明确保种单位和对应的专家组及评估体

系，促进濒危资源种群数量实现不同程度的

增长。目前，在河北，针对冀南牛建立保种

场，实行集中统一饲养，其群体数量由 37 头

增加到 59 头；在陕西，太白鸡数量已由 58 只

扩繁到 650 只……

共享利用
加 快 把 资 源 优 势 转 化 为

创新优势、产业优势

走 进 国 家 海 洋 渔 业 生 物 种 质 资 源 库 的

活 体 库 ，鱼 类 、虾 类 、贝（藻 参）类 等 各 类 生

物 在 水 中 展 现 灵 动 身 姿 。 2023 年 11 月 ，资

源 库 建 设 项 目 通 过 国 家 验 收 ，成 为 我 国 迄

今投资规模最大、保存规模最大、设施最先

进的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目前已入库各

类 实 物 资 源 近 14 万 份 、信 息 资 源 50 万

余条。

水产种质资源是支撑水产养殖绿色发展

的“芯片”。国家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研

发中心主任王俊介绍，资源库下设基因、细

胞、微生物、活体和群体等五大资源库以及数

据处理中心和大型仪器设备共享中心，为各

类珍贵的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得以实现安

全保存与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支撑保障。在

首次全国水产养殖种质资源系统调查中，黄

渤海调查制作的 2 万份遗传材料已全部纳入

该资源库保存。

在此次普查过程中，我国建成了较为完

善 的 农 业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体 系 ，实 现 应 保 尽

保。目前，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新库、海洋

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相继建成运行，畜禽

种质资源库正在加快建设，可满足今后 50 年

资源战略保存需要。

“普查收集是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的第一

步，最终目的在于利用，要加快把资源优势

转化为创新优势、产业优势。”李立会介绍，

各 地 新 收 集 资 源 及 时 移 交 国 家 资 源 库

（圃），开 展 发 芽 率 、活 力 检 测 ，尽 快 繁 殖 更

新 ，入 库 战 略 保 存 ，同 时 分 发 共 享 ，用 于 育

种创新。

在湖南湘西，早期发现的黄金茶，推广面

积已超过 100 万亩，带动 60 多万人增收致富；

在内蒙古扎兰屯，科研人员利用新收集的野

生大豆杂交选育出高蛋白且生育期只有 95 天

的超早熟新品系，在无霜期短的区域具有较

大开发利用潜力……

孙好勤表示，下一步，将围绕育种创新

和 产 业 发 展 需 求 ，将 资 源 保 护 利 用 工 作 重

心转移到精准鉴定、共享利用等方面，为从

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及重要农产品安全提

供有力支撑。一方面，要面向生产急需，加

快资源鉴定步伐。把全生长周期的表型性

状 搞 清 楚 ，把 资 源 优 异 性 和 优 异 基 因 挖 掘

出来，明确育种可利用的优异基因，为新品

种 培 育 提 供 素 材 。 另 一 方 面 ，要 聚 焦 高 效

利 用 ，健 全 资 源 共 享 利 用 机 制 。 通 过 完 善

资 源 登 记 制 度 ，推 动 种 质 资 源 信 息 系 统 便

捷 、高 效 运 行 ，让 种 质 资 源 动 起 来 、用 起

来 、活 起 来 。 同 时 ，聚 焦 产 业 发 展 ，鼓 励 、

扶 持 地 方 利 用 优 质 种 质 资 源 发 展 特 色 产

业 ，充 分 调 动 各 方 面 参 与 资 源 保 护 开 发 利

用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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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业种质资源普查取得系列成果

为加快推进种业振兴夯实资源基础
本报记者 郁静娴

核心阅读

2021 年 至 2023 年 ，
农业农村部开展了第三
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
与收集行动。记者日前
获悉：在这次新中国历史
上规模最大的全国农业
种质资源普查中，新收集
种质资源 53万多份，全面
摸清种质资源家底，抢救
性 保 护 了 一 批 珍 贵 、稀
有、濒危资源。

■深阅读R

本报北京 3月 16日电 （记者齐志明）记者从

中国消费者协会获悉：“全国消协智慧 315”平台

（以下简称“消协 315 平台”）于 3 月 15 日上线试运

行。该平台上线标志着全国消协组织有了统一的

受理投诉渠道，为消费者反映日常生活中遇到的

消费问题提供方便。

消费者可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微信搜索“消

协 315”小程序、登录网址（https://315.cca.org.cn）
进入消协 315 平台进行投诉咨询。经营者可登录

网址（https://315.cca.org.cn）申请入驻平台进行投

诉和解。

据了解，通过互联网、数字化、人工智能技术，

消协组织实现对消费者投诉的在线受理、在线分

办、在线和解、在线调解、在线反馈，消协组织、经

营者、消费者三方在线互动，促进投诉便利化、信

息透明化、处置快速化。

下一步，消协 315 平台还将结合试运行的情

况，优化和丰富平台功能，进一步完善投诉信息公

示，开发智能辅助决策和投诉协作共治等功能模

块，更好满足新时代广大消费者的维权需求。

“全国消协智慧 315”平台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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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攻克 RCZ（多次加料直拉法）单晶生长技术产

业化难题并大规模应用，助力行业步入单晶时代；

2017 年，研发出晶硅太阳能电池 LIR（光致再生）技术，

向行业公开技术专利；

近日，隆基绿能制造出高柔韧性、高功率重量比的晶硅

异质结太阳能电池，其中，57 微米厚的一款电池比 A4 纸

还薄；

…………

屡次刷新世界纪录，不断引领产业进步，秘诀何在？隆

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道出了“宽研窄投”的诀窍。

“‘宽研’，即布局不同具有潜力的技术路线和产业领

域，以保证企业能有足够的信息来研判；‘窄投’，即挑出‘种

子选手’，集中精力把优选技术投入量产。”钟宝申说，隆基

绿能每年会将销售收入的 5%—7%投入研发创新，“过去

5 年，投入已超过 180 亿元。”

勠力创新，步履不停。如今的隆基绿能，已瞄准下一代

BC（背接触）电池技术。“它效率更高、可靠性更好、发电能

力更强。但目前成本还比较高，因此被称为‘光伏产品里的

奢侈品’。”钟宝申说，隆基绿能的目标就是让这件“奢侈品”

逐步走进寻常百姓家。

打造先进的工厂网络，致力“零碳
光伏”——

智造，向深处进

研发只是第一步，让新技术迈出实验室、走上生产线，

同样重要。

走进隆基绿能西安电池工厂，1.7 万平方米的无尘车间

宽敞明亮，自动搬运车搭载着一架架薄薄的硅片往来穿

梭。清洗、扩散、图形化、镀膜、测试……生产线上，机械臂

灵活移动，各个环节都是全自动化操作。

“平均 0.8 秒，就有一片太阳能电池片下线。”隆基绿能

电池制造中心总裁常鹏飞说。

与西安同步，位于浙江的隆基绿能嘉兴基地，也是一派

忙碌场景。

2023 年 12 月，世界经济论坛公布最新一批全球领先的

制造业工厂名单，21 座工厂榜上有名。隆基绿能嘉兴基地

成功入选。

“世界经济论坛这份名单上的先进工厂，代表全球制

造业在智能化和数字化应用领域的最高水平。”在隆基绿

能组件制造中心相关负责人胡智锋看来，新一代信息技

术正助力光伏行业从“制造”向“智造”加速跃迁。

嘉兴基地正忙碌生产的，是隆基绿能自主研发的全球

首款防积灰高效光伏组件。

“我们把最新的产品，拿到先进工厂生产。”隆基绿能组

件制造中心数字化专家尤永科介绍，凭靠多项数字化技术

赋能，产品的交付周期较 2021 年压缩了 84%，单位能耗降

低了 20%。

亮眼成绩背后，离不开全行业首创的实时人工智能精

准追溯技术。

以电池片的隐裂为例。它用肉眼极难察觉，当电池片

组成成品，若在终检环节才发现问题，整个成品就要报废。

而传统条码追溯不适用、虚拟码追溯准确率低，一直是困扰

光伏组件生产的行业难题。

“如今，我们能快速、精准锁定‘异常环节’。”胡智锋说，

导入该技术后，每 18 秒可完成 12 个电池串 72 个电池片异

常及来源机台的识别，“以前只能‘被动追溯’，现在可以提

前预警、及时纠正。”

“我们计划用两年时间，将其拓展到国内 16 个组件生

产端制造基地，打造一个先进的工厂网络。”胡智锋信心

满满。

制造业转型升级，瞄准智能化也聚焦绿色化。

用 绿 电 ，造 光 伏 。 2021 年 ，在 云 南 保 山 市 的 生 产 基

地，隆基绿能布局首个“零碳工厂”，旨在“用清洁能源制

造清洁能源”。隆基绿能树立了一个目标：到 2028 年前，

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及运营所需电力 100%使用可再

生能源。

“道阻且长，我们将继续推动光伏制造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钟宝申说。

拓展应用场景，瞄准未来赛道——

布局，向广处行

屋外使用光伏幕墙，屋顶铺设深蓝色光伏板，屋里大屏

幕上显示着当天的发电量……隆基绿能总部园区有这样一

座“光伏小屋”。

“未来，每一座建筑都可能会发电！”谈及眼前这个光伏

建筑一体化产品（BIPV），隆基绿能 BIPV 业务大区负责人

贾晓文说道。

拾级而上，登上“会发电的屋顶”，双脚可以直接踩踏。

贾晓文告诉记者，按目前的光照条件估算，一个标准的单层

工业厂房，使用屋顶 BIPV 产品，15 年内，发电量就能把厂

房的建设成本收回来。

“小屋顶”藏着“大考量”——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光伏正深度融入建筑、交通、工

业等领域。要“用好每一寸阳光”，就需要通过创新应用模

式，推动能源转型、绿色升级。

大洋世家优品园区，位于浙江舟山市海边，屋顶选用的

便是 BIPV 产品。

“只要阳光洒下来，就会源源不断产生清洁电力。”贾

晓 文 告 诉 记 者 ，园 区 总 装 机 容 量 8.93 兆 瓦 ，年 均 发 电 量

892.3 万千瓦时，25 年可发电量 22308 万千瓦时，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 22.2 万吨。

去年，“杜苏芮”“卡努”两场台风过后，屋顶完好无损。

目前，隆基绿能已具备 1 吉瓦以上的 BIPV 量产能力；2024
年，隆基绿能的目标是把 BIPV 业务做到 100 亿元规模。

北京工人体育场、海南乐东电厂、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

址……越来越多建筑牵手 BIPV，谋求绿色低碳转型。在工

业领域，隆基绿能正着眼布局“绿氢”赛道。

中国石化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是目前全球最大

的 光 伏 发 电 生 产 绿 氢 项 目 。 在 这 里 ，50 多 万 块 光 伏 板

产 出 的 绿 电 制 成 绿 氢 ，通 过 管 道 运 往 炼 化 企 业 ，用 于 替

代 炼 油 加 工 中 使 用 的 天 然 气 制 氢 ，实 现 炼 油 产 品 绿

色化。

“该项目可年产绿氢 2 万吨，我们为其提供了核心设

备。”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马军介绍，作为全球最大

的电解槽供应商，隆基氢能参与了氢炼化、氢化工、氢冶金

等领域的诸多项目，为减碳作出积极贡献。

“我们为世界提供绿色能源，也致力于推动能源生产过

程‘更加绿色’，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

标。”李振国说。

近日，江苏省扬州市瘦西湖风景区梅花盛放，风景迷人。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赏游玩，乐享春日美景。

李东风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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