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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店埠镇赵岗村水稻

千亩示范田里，秧苗刚插下，种粮能手赵昌明

笑逐颜开：“去年，农技专家帮助选了‘两优

517’稻种，亩产达到 1480 斤，今年我接着种。”

强农必先强种。合肥用心用力打造种业

创新高地，去年全市种业销售收入超 11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以 上 ；持 证 种 子 企 业 增 至

253 家，其中 6 家入选国家种业阵型企业；杂

交水稻种子出口额连续 5 年位居全国省会城

市第一。

从“满足量”到“提升
质”，提高良种覆盖率

为什么“两优 517”稻种深得农民青睐？

合肥丰乐种业水稻研究院院长张二朋说

出缘由：“‘两优 517’是丰乐种业与安徽省农

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合作选育的新品种，产

量高、耐高温、米质优。”

合肥市市长罗云峰表示，实施种业振兴

行动，一张蓝图绘到底，合肥全力推动现代种

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在端稳中国饭碗、维

护粮食安全上争取更大作为。

跟着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首

席技术官张从合，记者来到公司南岗基地试

验田。在一处田埂上，张从合停下脚步：“这

是我们正在培育的水稻新品种‘振香优 66’，

它不仅稳产、高产、抗性强，口感和香味也都

别具特色。”

张从合介绍，过去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

提高产量上，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和人民

群众消费不断升级，这几年种业科研方向开

始从“满足量”逐步向“提升质”转变。

“什么样的稻米蒸煮出来松软可口，什么

样的稻米米芯较硬，我们正是从一次次实验中

寻找答案。”在荃银高科分子育种实验室里，公

司副董事长张琴告诉记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共自主选育或合作选育了 64 个杂交水稻新品

种、8个杂交玉米新品种和 1个棉花新品种。

好种多打粮、打好粮。合肥市肥西县丰

乐镇新华村，种植大户孔祥欢正忙着插秧后

的田间管理。近两年，在当地农技站的推荐

下，他种上了“荃两优 2118”水稻，不仅高产稳

产，还抗病抗倒伏，“良种配良法，去年亩产达

到了 1500 斤。”

近年来，合肥市加大政策支持，强化创新

引领，优质特色品种加快升级。其中，2021 年

合肥市出台意见明确，通过国家或安徽省审

定的农作物、畜禽、水产新品种，满足一定条

件后，给予 2 万—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好

政策激发了种业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动能。在

去年 9 月举行的第十五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

会暨第二十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

会上，入选“全国种子双交会展示综合表现优

良品种”的 66 个品种，有一半以上来自合肥。

合肥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刘正义说：“下一

步，合肥将加快实施育种联合攻关‘揭榜挂

帅’工程，力争到 2025 年，培育 10 个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高产、优质、高效、多抗的突破性

品种；主要农作物品种实现一次更新换代，良

种覆盖率稳定在 98%以上。”

全产业链融合发展，
激发新动能

忙活了大半天，肥东县八斗镇汤德志家

庭农场负责人汤德志坐在田边休息，“新种子

就是好，这秧苗是高产品种，有了它，咱庄户

人夺取粮食丰收就有了底气。”

汤德志说的新种子，是安徽国豪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研发的“豪两优 729”。“抗病虫害，

米质好。去年我选种这个新品种，一亩多收

了 200 斤。”汤德志说。

好收成的背后，是合肥种业全产业链加

快融合发展。

厚植种业产业链源头优势，壮链延链。

在长丰县育种基地，国豪公司技术总监

朱 先 飞 正 在 实 验 室 里 做 杂 交 水 稻 品 种 的

DNA 鉴定，“如果有杂株，或者亲本纯度不

够，结果上就会显现出来，稍微一点变化，都

可能导致种子质量不稳定。”

好种子走出实验室，扎根田间。这几天，

国豪公司生产总监余洪根正在巢湖市夏阁镇

生产基地指导收割油菜，“新品种‘徽豪油 68
号’抗寒性很好，今年又是大丰收。”

种业产业融合发展，强链补链。

为推动全产业链融合发展，国豪公司成

立了安徽格瑞因粮油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粮

食回收、加工销售。

“我们的目标是从种子延伸到水稻和油

菜，再到大米和食用油，打造‘从种子到勺子’

的全产业链。”国豪公司董事长韩仁长说，“通

过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丰富产品类型，依托订

单销售模式推广种子，粮农的生产积极性会

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抵御市场风

险的能力也会提升。”

政策扶持，激发种业全产业链新动能。

合 肥 市 把 现 代 种 业 作 为 重 点 产 业 ，从

2022 年起每年设立种业建设发展专项资金 1
亿元，并设立了 5 亿元规模的“种业之都建设

及科技强农发展基金”，真金白银支持种业发

展，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种业产业。

“推进种业全产业链要素聚集，要出真

招、出实招。”罗云峰说，打造种业创新高地，

合肥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用，持续加大

对种业行业及企业扶持；鼓励种业龙头企业

对外兼并重组，引导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等

要素向优势企业集聚；支持种业企业开拓市

场，提高全球市场销售份额；支持种业企业订

单化种植，推进“种粮一体化”发展。

强化研发创新，种业
振兴行动加快推进

一大早，长丰县花塘村草莓种植大户苄

秀莲就在大棚里忙活，“这是新品种‘长丰红

玉’，呵护可得小心着嘞。”

安徽省农科院园艺所相关负责人宁志怨

介绍，“长丰红玉”是所里与长丰县农业农村

局共同研发的，去年刚试种成功，从多点试验

与示范栽培表现来看，性状稳定、优势明显，

“植株长势强，适宜开展绿色、有机种植，果实

早熟，品相正，口感好，很受市场欢迎。”

长 丰 县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中 心 经 作 站 站 长

侯纯旺说：“‘长丰红玉’香味非常浓，抗病特

别强，育苗难度较小，产量每亩能达到 2000
公斤。”

一个个好品种不断推出、走向市场，是合

肥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结出的硕果。

促进种业振兴，研发创新是关键。

去 年 ，合 肥 市 级 财 政 专 门 安 排 500 万

元，支持种业企业联合生物育种机构、科研

院所、高等院校，开展良种联合攻关及生物

育 种 技 术 研 究 ，选 育 接 近 或 达 到 国 际 一 流

水平的突破性品种。“去年全市新增通过国

家 审 定 主 要 农 作 物 新 品 种 8 个 、占 全 省

42%；通过省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 18 个，占

全 省 30%。”合 肥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副 局 长 高 灿

红介绍。

推动种业发展，要强化顶层设计。

近年来，合肥坚持保种、护种、育种、引

种、用种“五种”并进，全力推动现代种业全产

业链发展，高质量打造种业创新高地。

“我们从资源保护利用、自主创新、做强

企业、做优环境等方面着力，不断优化现代种

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刘正义介绍，合肥加大

力度，支持企业建立规模化商业化研发平台

和创新联合体，推动资源、人才、资本聚集，扶

持优势企业发展，提升品种研发、产品开发、

产业化应用的种业全链条现代化水平。

推进自主创新，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

攻关。

持 续 推 进 良 种 联 合 攻 关 和 遗 传 改 良 计

划，合肥挖掘有用的基因，创制有突破性的

种质，推进种业科技自立自强。智慧农业谷

获批建设“农业传感器与智能感知安徽省技

术创新中心”，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创建“智能育种加速器”获批“新型研发

机构”，重点培育优质功能水稻、优质节水小

麦、耐旱宜机收玉米、优质蛋白玉米、高产高

蛋白大豆等重大新品种。目前全市两系杂

交水稻、抗病小麦、西（甜）瓜、南瓜等领域育

种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油菜杂交育种、

蔬菜育种、水稻功能基因发掘利用等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

“一粒种子，一仓收获。把当家品种牢牢

攥在自己手里，合肥种业振兴不断积聚优势，

加快推进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不断夯实。”

高灿红说。

合肥打造种业创新高地
本报记者 吴 焰 徐 靖 李俊杰

一早，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樟山镇青科

源蔬菜基地内，农户饶建辉一家就开始忙碌

起来。两小时后，1000 多斤小白菜经采收、冲

洗、打包，开始送往蔬菜批发市场，“我在这里

种了 10 亩蔬菜，每年收入可达 15 万元。”

“农户在我们这里只需要安心生产，其他

什么都不用操心。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蔬

菜销售我们全包，利润二八分账，农户占大

头。”基地负责人尹海云说。

青科源蔬菜基地占地 60 多亩，由樟山镇

清湖村尹海军、尹海云等新农人创建，采取

“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发展果蔬大棚

200 余个，种植时令果蔬 30 余种。

“如何利用新农人发展好乡村特色产业，

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村党支部书记黄

斌隆在北京从事过 20 多年蔬菜贩运生意。在

他的带领下，清湖村引进新农人，成立了青科

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汉旗科技农业发展专

业合作社，流转土地 1200 多亩，带动农户发展

蔬菜产业，农户年均增收 2000 元，村集体增收

20 万元。

目前，樟山镇已成立一批新农人返乡创

业蔬菜基地，建设蔬菜大棚 384 个。樟山镇引

进新农人做大蔬菜产业，是吉州区探索“新农

人+产业”模式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一个缩

影。吉州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游文亮介绍，

吉州区探索建立“以党建引领，吸引人才回

归、项目回引、资金回流，实现治理带优、产业

带兴、群众带富”为内容的“三回三带”机制，

不断强化工作举措，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截

至目前，以“提供一条信息、引进一个项目、带

动一方产业、带富一批群众”活动为主线，累

计 招 引 项 目 18 个 ，带 回 创 业 资 金 10 亿 元

以上。

游文亮说，今年，吉州区将继续实施“新

农人”培育计划，开展“归雁还巢”行动，发挥

新农人带动力量，围绕标准化、规模化、品牌

化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体系，培

育 59 个规模化产业基地，实现全区富民产业

种植面积突破 13 万亩的目标。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探索“新农人+产业”模式

带动一方产业 带富一批群众
本报记者 朱 磊

■感言R

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合

肥打造种业创新高地，闯出了一番新天地，给

全面推进种业振兴带来启示。

种业振兴，要紧紧抓住技术协同攻关这

个“牛鼻子”。我国种业振兴的技术基础不断

夯实，目前供种保障能力提高到 75%，但我国

的种业振兴还面临着诸多短板，需要在种业

自主技术、自主品种创新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在种业核心技术创新上下大力气。

推动种业振兴，要壮大种业企业。农业

农村部推选出 69 家农作物、86 家畜禽、121 家

水产优势企业，初步构建起国家种业振兴企

业阵型，形成了种业振兴的骨干力量。下一

步要着力加快推进种业企业育繁推一体化和

全产业链发展，鼓励优势科研院校和企业深

度合作，贯通产业链和创新链，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领军种业集团。

适应消费需求升级，推动种业振兴要抓

住当家品种。目前，我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

在 96%以 上 ，自 主 选 育 品 种 面 积 占 比 超 过

95%。也要看到，我国在一些育种创新领域

特别是基础原始创新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差

距 ，玉 米 、大 豆 、个 别 蔬 菜 品 种 竞 争 力 还 不

强。全面推进种业振兴，要通过创新攻关，培

育一批优质专用当家品种，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

种业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新时代

新征程，要把种业摆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先导环节和核心位置，加快构建科学高效

的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体系、种业自主创新体

系、良种生产保障体系、监管服务体系，全面

提升种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为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建设农业强国提供更加有力的

支撑。

种业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
高云才

■话说新农村话说新农村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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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户村

镇肖河村兴丰生态园里，大棚

樱桃进入收获期，村民忙着分

拣、外销。

聂长青摄（人民视觉）

樱桃红了

初夏时节，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龙居镇常家村村口，河

塘清澈，岸青柳绿，水鸟嬉戏，不少村民在遛弯赏景。

“以前村庄环境脏乱差，现在的村子就像个花园。”村民

常大峰说。

“通过实施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采取生态护岸、

河内清淤、沿岸整治等措施，现在不仅水清景美，河塘还成

了群众灌溉的源头活水。”龙居镇党委书记隋海伟说。

东营区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马献宝介绍，去年东营区

围绕群众在水资源、水安全和水生态等方面的需求，投资

8538 万元实施了水系连通暨水美乡村建设工程，直接惠及

群众 16 万人，“我们着力修复河道基本功能、提升河湖水环

境质量，让河流活起来、景点靓起来、岸线美起来，目的就是

改善生态环境、增进群众生态福祉。”

马献宝说，今年，东营区将投资 7.67 亿元实施自来水

厂、管网项目，改造提升 163 个村庄供水，更新改造 169 公里

供水管网及附属设施，实施生态清洁小流域项目，把民生所

盼变成“民生所赞”，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的水利支撑。

“我们以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为出发点，深入学习运

用‘千万工程’经验，高标准实施水系连通暨水美乡村建设

工程，通过河道清障、疏浚清淤、岸坡整治、水源涵养、人文

景观建设等一系列举措，构建起以水网主骨架大动脉为支

撑、以河流为脉络、以村庄为节点的‘大水网、大水系、大连

通’格局，加快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东营区委书记

赵明印说。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

水美乡村景色新
齐 兵

劳务品牌不仅
促进农民工就业创
业，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也集聚了优势资
源，引领地方特色产
业升级发展

“这两个月，我们已经送

了 50 多位‘巴渝大嫂’到北

京务工，月工资从 6000 多元

到 9000 多 元 不 等 ”，重 庆 巴

渝子弟劳务集团有限公司负

责人介绍，去年以来“巴渝大

嫂 ”劳 务 品 牌 已 累 计 吸 纳

3000 多名脱贫人口从事家政

工作。

“ 我 们 的 鱼 皮 画 、鱼 骨

画、鱼皮服饰很受欢迎，不少

游客都远道前来购买”，黑龙

江抚远的“鱼皮画师”劳务品

牌创造的年产值已达 500 万

元左右……

和“巴渝大嫂”一样，近

些年各地涌现出一个个富有

地域特色、行业特征和技能

特 点 的 劳 务 品 牌 ，“ 广 东 技

工 ”“ 吴 忠 厨 师 ”“ 吕 梁 山 护

工”……这些劳务品牌好像

一张张鲜亮的就业名片，不

仅在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也更好地集

聚了优势资源，引领了相关

地方特色产业升级发展。

从品牌数量看，目前全

国 已 发 展 起 近 2000 个 劳 务

品 牌 ，主 要 分 布 在 餐 饮 、家

政、手工、建筑、制造、种植养

殖 以 及 商 务 服 务 等 多 个 领

域、行业。从就业容量看，广

西“八桂米粉师傅”已吸纳从

业人员 40 万人，河北“河北

福嫂”带动就业 6.5 万余人，

江西“武宁装饰人”形成 10 万人装饰队伍……各有特色的

劳务品牌让农民工有了更稳定的工作、更可靠的收入。

当前，我国农民工总量近 3 亿人。在传统产业进行调

整、新型动力加快培育的背景下，让广大农民工实现更高质

量的就业，以个人、家庭等分散形式为主的外出务工模式势

必要尽快向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方向转变。但从劳务品

牌建设情况来看，目前全国知名的劳务品牌并不多，其中一

些还存在管理不够精细、质量不够稳定、从业人员技能水平

不够匹配等短板，亟待进一步提质升级。《“十四五”就业促

进规划》将培育劳务品牌作为稳定和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

规模的重要手段，这为各地打造出一批叫得响的劳务品牌

带来了新的机遇。

劳务品牌被认可，说到底依靠的是劳动者过硬的技能

和良好的用户口碑。锻炼技能、提高口碑，都不可能一蹴而

就，培育建设劳务品牌也将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工程，必

须从注重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

劳务品牌具有鲜明的地域标记，在品牌培育和发展上，

因地制宜是一个重要原则，立足当地特色资源，挖掘当地传

统工艺，结合市场需求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需求，以更强

的品牌带动能力，更有效地吸纳农民工实现稳定就业。劳

务品牌技能含量高，通过建设劳务品牌工作室、培训基地

等，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提升劳务品牌从业人员技能水

平，让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靠着手艺端上稳定的“饭碗”。建

立制度化的协同机制和平台，加强各种要素的开发和融合，

形成促进劳务品牌发展的合力，提升劳务品牌知名度、认可

度和美誉度，让更多劳务品牌成为促进农民工就业的“金招

牌”，成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聚宝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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