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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日头刚起，66岁的国家粳稻工
程研究中心主任华泽田戴好遮阳帽，一
手拿着试验记录本，一手撑着拐杖，便
头也不回地钻进绿色的稻浪，一待就是
一上午。

“几十年干的是水稻，想的是水稻，培
育出的一个个新品种都像是我的‘孩子’，一
天也离不开它们。”华泽田笑着告诉记者。

每年冬天，位于三亚、陵水、乐东
三市县的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 （以下
简称“南繁硅谷”） 都是一片繁忙。同
华泽田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育种工作

者纷纷在此时“迁徙”海南，投身至火
热的农业育种工作中。“经过60多年的发
展，如今有700多家科研生产单位与高等
院校活跃在南繁基地，全国近70%的农作
物新品种都经过南繁。”海南省政协副主
席侯茂丰对本报记者说。

国无农不稳，农以种为先。如今，
乘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东风，南繁
基地正加快科研配套服务区建设，朝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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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
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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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规划
老基地重获新生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种源安
全连接着粮食安全。对于种业创新而
言，南繁究竟重要性几何？

南繁是指将水稻、玉米、棉花等
夏季作物的育种材料，在当地秋季收
获后，冬季拿到我国南方亚热带或热
带地区进行繁殖和选育的方法。这样
一年可繁育 2 至 3 代，加速育种过
程，缩短育种年限，且能鉴定育种材
料的抗病性及对湿、光的反应等，提
高竞争力。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每年9月
至次年5月，来自29个省级行政区的
科研人员纷纷聚集海南，累计人次已
超 60 万，这其中包括了“杂交水稻
之父”袁隆平、“玉米大王”李登海
等一大批农业专家。

然而，一部南繁史也是一部创业
史、奋斗史。“南繁南繁，又难又
烦”，这句话便是过去南繁条件之艰
苦的真实写照。

身为杂交粳稻研究首席专家，华
泽田已在南繁基地度过了 30 多个秋
冬。他回忆道：“一开始，修田埂、
做苗床全靠自己操作，100多斤的稻
子也要自己收自己挑，每次南繁，脚
上都会磨得尽是水泡。住的也是试验
田旁的草房，有时连床都只有 3 条
腿，用石头垫平才能安心睡下。”

通过几代南繁人一甲子的坚守，
南繁基地逐渐具备了一定的产业基
础，育种技术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

“南繁硅谷”雏形初现。
在三亚崖州区的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中，物联网采集点，能实时采集
气象、土壤、水质等农情信息；虫情
箱可精准识别害虫种类，并自动提供
治虫方案；可移动的微型气象站，将
重点监测风速、风向、光照等，依托
卫星遥感、精准气象、智能传感器等

现代信息技术，提早预测病虫害和灾
害性天气发生……

“有了智能化的管理设备，不仅
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田间管理工
作，更重要的是能精准施策，水肥减
量增效，提高育种效率。”田间管理
人员苏树文满意地说。

2015年，《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
地 （海南） 建设规划 （2015—2025
年）》出台，在三亚、陵水、乐东三
市县划定26.8万亩南繁科研育种保护
区，纳入永久基本农田范围，予以重
点保护。

科研用地不稳定，生活保障用地
跟不上，南繁用地问题曾令无数南繁
人头痛不已。“以前地块分散，每天
穿梭于试验田之间，衣服都能晒出盐
来。”江西省农科院水稻所的王晓玲
博士回忆说。

而今，多年的难题已得到圆满解
决。江西省农科院的育种基地，现已
划归三亚市凤凰镇水胶村，全新的办
公楼和生活区也于 2019 年落成启
用。紧邻生活区的 170 多亩育种基
地，全都进行了高标准农田改造，制
种区、展示区、繁种区、划分明晰，
用水也得到有效保障。

与此同时，海南还积极推动南繁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最大限度满足南
繁人的科研需求。

“现在的海南不仅仅是农业科研的
‘加速器’，还成了种业安全的‘避雷
针’、种子供给的‘常备库’以及合作
交流的‘大舞台’。”华泽田说道。

振兴乡村
再造农业新引擎

良种培育，一头富了消费者的
“菜篮子”，一头鼓起农民的“钱袋子”。

长期以来，海南在推进南繁工作
过程中，还一直在探索改变“两头在
外、中间在琼”的南繁模式，努力将
南繁基地的资源优势就地转化，再造
农业发展新引擎，助力乡村振兴。

“我家种的青瓜就是南繁基地的
科研成果，不仅卖相好，而且跟附近
菜农一比，我们家的瓜能做到提前6
天结果。”看着个个油光发亮的新鲜
青瓜，崖州区盐灶村种植户麦丽发笑
得合不拢嘴。

麦丽发口中的科研成果，便是津
绿 18 号，由过去黑籽南瓜砧木嫁接
青瓜改为黄籽南瓜砧木嫁接而得。

“这一品种具有抗旱、抗病毒性强等
优点，嫁接后 25 天左右就能挂果，
比过去提前了 5至 7天，这正好符合
海南冬季瓜菜提前上市的需求。”三
亚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孔祥义
介绍说。

实际上，海南过去并未有过大规
模种植青瓜的经历，海南青瓜产业的
发展，恰恰得益于南繁。30 多年
前，通过南繁带动，三亚南滨农场成
功试种出商品青瓜，这为海南叩开了
反季节瓜菜种植的大门。

“种植津绿18号非常省事，不用
打农药也没有虫害，亩产由原来的
8000斤至1万斤，增加到1万斤至1.5
万斤。”依靠种青瓜等冬季瓜菜，麦
丽发搬进了小洋楼，开上了小轿车。
南繁育种成为海南当地农户致富的

“金钥匙”。
然而，南繁反哺，不只带来青瓜

产业，更直接推动了海南冬季农业结构
的调整。如今，海南冬季瓜菜种植面积
稳定在300万亩，从去年11月18日至
今年3月18日，仅三亚市崖州区一区，
冬季瓜菜的出岛量便将近20万吨。

南繁不仅有育种资源，还有丰厚
的农业技术资源。2005 年，三亚市
政府组建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

院，承担起南繁科研成果转化平台建
设，促进技术资源本地转化。

新年伊始，连续的冷空气对海南
农业种植造成很大影响，但对 49 岁
的三亚市那受村村民苏祥海来说，这
类天气变化对他却影响不大。在彩色
平顶网棚下，他正忙着平整土地，准
备下种豇豆。

“大棚种植，不仅能保温，还能
防虫害，这多亏了杨书记的帮助。”
原来，早在 2019 年，三亚南繁院副
院长、那受村驻村第一书记杨小锋就
将自己开发的大棚技术引进村中，将
科技“种”在田间。

为 了 大 幅 降 低 种 植 风 险 ， 自
2013 年 起 ， 杨 小 锋 结 合 海 南 的 地
形、气候与农作物生长特征分别开发
出19种不同的现代农业大棚。“在那
受村选择使用彩色平顶网棚，是因为
彩色网可改变透射光的光谱成分，增
加散射光，从而调节作物的生长发育
周期和减少病虫害的发生。”杨小锋
解释说。

此外，南繁技术也在助推海南农
业走向现代化、精细化、绿色化。

来到那受村后，杨小锋发现村民
在种植青瓜时，使用的地膜是聚乙
烯材料做成的。“这种材料土壤很难
降解，残留在土地中，还会阻碍土
壤透气透水，焚烧处置则会污染环
境。”生态问题无小事，杨小锋立即
在那受村免费推广全生物可降解地
膜，这种地膜可利用微生物在一定
时间内分解为水和二氧化碳，对环
境无污染。

“如果没有杨书记的技术指导，
我种的青瓜产量不可能这么高，品质
也不会这么好。”苏祥海感慨地说，

“现在，我彻底明白，农作物种植仅
凭经验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利
用新技术。”

据三亚南繁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三亚南繁院将实施“良种良
技更新”工程、“百村千户创建”工程
等帮助冬季瓜菜生产，并通过“专家+
村委会”“专家+基地”“专家+农户”

的方式，加快新品种新技术推广，促
进科技示范村、示范户的创建。

“候鸟”安家
当好南繁“接力棒”

农业的发展，需要人才支撑。
“南繁硅谷建设，一个关键要素就是
要凝聚一批优秀科研人才。”中国科
学院院士桂建芳表示。

现如今，随着科研成果就地转化
日趋深入，越来越多的“农业候鸟”
选择于海南扎根，专职投身南繁研究。

与许多农学专业的学生一样，起
初，三亚南繁院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副主任曹明，仅仅是为了完成毕业论文
而来到海南参与南繁。2010年，在导
师的安排下，他来到乐东黎族自治县万
钟农场，对当地香蕉种植进行研究。

艰苦的生活是难忘的记忆，更让
曹明爱上这片“南繁热土”。

2012 年，在回四川老家工作以
及留校协助导师做科研等众多选择
中，刚刚硕士毕业的曹明毅然决然地
选择安家海南，服务本地农业。

“通过硕士毕业论文研究，我对
海南的气候优势与农业现状有了一定
了解。”曹明告诉记者，“而且三亚南
繁院作为从事南繁科研与服务的单
位，与我所学的专业更对口，我认为
自己可以凭借所学做出一些成绩。”

事实也是如此，南繁路上处处充
满大展身手的实践机遇。入职仅一
年，曹明便被派驻至南滨农场，协助
解决玉米种植无法保证稳产的问题。

“一开始，我也找不出原因，怀疑
是玉米遭受病虫害或者是肥料使用不
当造成的。”通过连续多日的田间走
访，并采集土壤检测化验，曹明最终
将原因锁定为连作障碍。“说来也简
单，就是因为在同一块地里连年种植
同一种作物，土壤累积的同类病原菌
增多，肥力便会下降。”曹明解释说。

鉴于这一状况，曹明连忙有针对
性地采取两种解决方式：一是采取淹水
覆膜，无氧杀菌消毒，杀灭病原菌；二
是将秸秆还田后与土壤混匀，慢慢形成
有机肥，重新培养有益微生物。通过双
管齐下，终于提升了土壤肥力，攻克了
连作不能增产的难题。

“作为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们首
先要当好南繁‘接力棒’，坚持不怕
苦不怕累的‘南繁精神’。同时，还
要努力将新的分子育种技术与传统育
种技术相结合，跨学科开展南繁联合
攻关。”曹明说。

当前，各类农作物育种专家带来
的“名人效应”也在吸引各地人才齐
聚海南。

“面试时，听说可以跟着袁隆平
院士一起试种耐盐碱水稻，我当场就
答应要来这里工作。”2019年硕士毕
业后，家在黑龙江绥化的“90”后小
伙刘士尧，不远万里来到三亚南繁
院，只为能跟随袁隆平院士共同开展
水稻科研。

“试种耐盐碱水稻，要先在成千上
万个品种中筛选出现有水稻种的耐盐
碱基因，进而选育出优质水稻品种。
这件事，需要科研人员耐住性子。”刘
士尧告诉记者，为了选育最优质的耐
盐碱水稻品种，工作人员必须严格管
理其生长环境，“但受降雨量、地下水
返盐量的变化影响，试验基地土壤和
田间水的盐碱度差异较大，这为水稻
选育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为解决这一难题，团队创新研制
出两套由地下井淡水、近海河口盐水、
供水管道、提水泵、盐水配水池、供电
系统等组成的盐度可控可调的盐水配兑
系统，能同时实现3‰、6‰盐度的灌溉
需求，并通过机电设备及防雨设施，构
建了一套盐度可控可调，且不受降雨、
地下水返盐影响的鉴定体系。

功夫不负有心人。去年5月，团
队试种的耐盐碱水稻品种，取得了平
均亩产800斤的优异成绩，展示田部
分田块亩产甚至超千斤。

“看着团队的付出得到回报，我
们都非常高兴。今年，我们将建设国
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永久性基
地，身为新一代南繁人，我们定将竭
尽全力。”刘士尧信心满满地说。

南繁硅谷：

做强种业“芯片”
本报记者 刘乐艺

1990年，华泽田（左二）和袁隆平（左一）在南繁基地田间看试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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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1日，杨小锋（左二）指导那受村的农户铺设全生物降解地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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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3日，华泽田在南繁基地田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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