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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地理、气候条件优越，
阳光充足，热带农业资源丰富，
是南繁育种的“天然大温室”，推
进种业振兴、服务国家粮食安全
战略，海南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自主创新是种业自立自强的
关键。近年来，海南加速推进农
业科研平台建设。海南崖州湾种
子实验室依托和服务国家南繁科
研育种基地，聚焦种业创新、监
管服务、合作交流，以国家战略
任务为使命，通过项目牵引、开
展联合攻关等方式，突破种子创
新关键核心技术，保障国家种子
安全。此外，三亚南繁种业科技
众创中心、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
引进中转基地、种子创新研究
院、国家种业创新实验室、国家
南繁作物表型研究设施等一批标
志性项目在这片热土之上加快建
设，为种业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
动力。

将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
成集科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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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繁科技城先后
引进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
院、中国农业大学等 16 个科研院
校建立分支机构，并引入先正达
中国、隆平高科、德国科沃施等
25个国内外优秀种业企业，让“产学研”在一条
线上去做同一件事，实现体制机制创新，为海南
加快推动种业科技创新发展、推进“南繁硅谷”
建设提供了人才、技术和平台支撑。产业集聚效
应日渐凸显的同时，筑牢了粮食安全创新底座。

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南繁科研育种保护区划定
任务。《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 （海南） 建设规划

（2015-2025 年）》 实施以来，海南将 26.8 万亩适
宜南繁育制种的耕地划定为南繁科研育种保护
区，将全部南繁保护区耕地规划为永久基本农田
纳入“一张蓝图”，通过“多规合一”信息管理平
台实现常态化用途监管。同时，海南通过新建南
繁配套服务区和对已有南繁建筑设施进行分类处
置等措施，既为南繁专家安了“新家”、又保了

“老家”，提高南繁基地服务水平，保障科研人员
工作更舒心。新建、改造南繁高标准农田；进一
步提升了南繁基地的灌溉保证能力；建立生物育
种专区……一系列“组合拳”打出，南繁科研育
种基地已成为服务全国的用地稳定、运行顺畅、
监管有力、服务高效的科研育种平台。

为国家种业振兴贡献力量，海南抢抓机遇，
充分释放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海南自贸港建设
为“南繁硅谷”带来政策利好。农作物种质资源
国际交流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程序复杂、周期过长
且不可控的问题。去年颁布实施的海南自由贸易
港法，在保障国家种质资源安全的前提下，将审
批权限由国务院相关主管部门下放至海南相关主
管部门，这简化了审批流程，畅通了种质资源进
出渠道，能有效激励和吸引全球优秀种业资源、
先进农业技术及丰富资金进入海南自贸港，进一
步促进“南繁硅谷”建设迈上新台阶。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
奇迹。播撒在田间的一粒粒“中国种子”，是我们
端牢“中国饭碗”、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的最大底
气。科研人员立足南繁、久久为功，必定能够为
种业“中国芯”注入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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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单打独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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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最先进的测序仪、质谱仪等科研仪器运转有
序，科研人员聚精会神地查记数据。“以前南繁没有科研
平台，基础的研究都要赶回原省份单位去做。现在实验室
四季空调恒温、高端设备齐全，科研人不仅少了劳心奔
波，还多了交流合作。”“老南繁人”中国科学院海南种子
创新研究院高级实验师赵显锋感慨道。

在崖州湾种子实验室入口，一张老照片格外醒目：科
研人员们躬身、弯腰，小心翼翼背着一大麻袋，汗流浃背
地踏上返程之路。

“全国各地科研人员汇聚于此，使南繁基地成为农业
科技、生产与经营的大型信息资源库。但从前各科研单位

‘单打独斗’，没有发挥集团作战的优势，致使这个资源库
从未打通。”海南崖州湾种子实验室合作交流部负责人夏
勉说，这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用地紧张，也难以形成

“南繁产业”。
去年 5 月，海南省委以“打一场科技翻身仗”的决

心，牵头各方、加紧布局，正式成立了海南省崖州湾种子
实验室。作为南繁科技城重要的组成部分，实验室剑指种
子创新中的重大科学与技术问题，打造种业领域全产业链
科技创新平台。

截至目前，实验室已建设精准设计育种中心、南繁作
物表型研究设施等 10 个公共性、开放性科研平台，总面
积超过24万平方米；进驻40个团队、750名科研人员，研
究生 1158名、博士后 56名；引入中科院、农科院、中种
集团、先正达等一批“国字号”的 20 家涉农高校、科研
机构、种企等汇聚作为理事单位。

实验室成立一年，海南省科技厅便拨付专项资金配备
了 2762 台 （套） 科研仪器设备。“硬件”条件得到改善，

“软件”能力如何呢？
2021年 11月 29日，一场特殊的“现场比武”在崖州

湾科技城进行。“比武”内容：重点围绕种子产业链关键
核心技术的 9个研究方向下的 79个重大攻关项目，公开张
榜。“比武”方式：邀请高手，崖州“论剑”——揭榜团队项目
责任人必须现场签署“军令状”。“比武”奖励：按照“人员投
入”、“经费投入”和“实现路径”进行3种方案奖励。

夏勉介绍，实验室今年发布首批“揭榜挂帅”项目征
集令后，国内外科研团队提交了 109个揭榜申请，30%的
申请者为顶尖实验室团队人员，其中还有一批院士团队。
实验室签约启动 9 个研究方向 76 个种业重大联合攻关项
目，去年的资助总金额超过 7000 万元。先期开展的全国
杂交水稻双季亩产 3000 斤项目，抗草地贪夜蛾、耐除草
剂玉米研究等已取得初步成果。

保障用地需求

“南繁南繁，又难又烦。”河北省石家庄市农科院棉花
育种专家赵国忠对此深有体会。“40多年前，石家庄到海
南的交通极为不便。坐火车、坐轮渡、坐汽车，赶路就要
花半个月。”赵国忠说，在三亚南滨农场，科研人员住的
是四面透风的茅草房，睡的是椰子树枝搭的床。蚊帐上挂
着盆接雨，蚊帐下撒硫黄防蛇。居住地离试验田远，中午
就在田里啃凉馒头就咸菜。经费紧张，没钱请工人，所有
农活都自己干，身上被作物划出一道道血痕，冲凉时犹如
往伤口上撒盐……

对南繁人来说，更为棘手的是无地可用。随着海南省
城镇化进程加快，科研用地和配套服务区用地这“两块
地”日益紧张。

2015年，《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规划（2015-2025
年）》（下称《南繁规划》）出台，《南繁规划》 划定了 26.8万
亩科研育种保护区，全部上图入库，纳入永久基本农田范
围予以重点保护，实行用途管制，并对新基地和老基地生
产生活配套设施用地提出了相关要求。这样，“两块地”
算是稳住了。

2018年以来，《南繁规划》 实施加快，目前重点项目
建设都超过序时进度，建设任务已经完成超过80%。新建
或改造南繁基地高标准农田24.26万亩，覆盖90.5%的南繁
保护区；南繁水利工程完成灌溉面积 20.41万亩，基本解
决南繁基地现有渠道输水能力不足、年久失修、灌溉保证

率不高等问题。
近年来，南繁基地建设管理现代化程度不断提升，科

研条件、生活条件大为改善。自 2002 年从事育种以来，
山东省桓台县新星农作物研究所所长巩润梅到南繁已有20
个年头。“现在不仅科研用地稳定，还有了配套设施，再
也不用在农户家里过‘睡床板、住草房、没锅没灶’的日
子了。”回想早年间科研用地缺乏保障、居无定所的窘
境，眼下这10亩稳定的育种田让她倍感珍惜。

如今，科研人员即便不到基地，也能照常开展工作，
这得益于基地提供的代管服务。“光明种业、上海农科院
生物所等单位均由我们基地代为管理，双方可通过视频的
方式，完成收种、晾晒、选种、收储等工作。”上海市南
繁科研育种基地管理负责人楼飞说。

“三亚市落根洋新建核心区配套服务区已经投用；陵
水配套服务区一期生活楼已具备‘拎包入住’条件；乐东
配套服务区 1.6 万平方米住宅 （公寓） 基本具备使用条
件；生物育种专区综合服务区3栋科研生产生活楼已经完
工。”海南省南繁管理局副局长郭涛告诉记者，目前南繁
配套服务区已基本建成，全部投用后将进一步满足南繁科
研单位生活、生产和科研需求。

护航知识产权

侵权问题曾一度困扰南繁。过去，各家科研机构的实
验田相互毗邻，授粉时节种业权属之争便屡屡发生。而对
当地管理者来说，更难的还是如何判定“到底是不是侵
权”。

为构建良好的种业科技创新生态和产业发展集群，探
索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去年3月，三亚崖州湾
科技城与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合作共建的“农业农村
部科技发展中心—崖州湾分子检测实验室”正式揭牌。

“我们实验室引进了‘多核苷酸多态性 （MNP） 标记
法’，相当于给每一粒种子发放了一张‘身份证’。”科技
城管理局自贸港创新合作处 （知识产权办公室） 负责人陈
浩介绍，通过引入科技发展中心与江汉大学共同发明的
MNP标记技术，崖州湾分子检测实验室建起了全球动植
物种质资源 DNA指纹信息数据库，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提供核心数据支撑。截至2022年3月，材料存证与惠益分
享平台已累计完成多家种业主体的17种作物、200余份授
权品种及中间材料的实物与信息存证入库服务和 4562 份
水稻授权品种信息存证入库工作。

去年 5 月 31 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选育的新品种“丹
霞红”梨以 2200 万元在三亚率先实现成果转化。“‘丹
霞红’梨品种获得了我们提供的 DNA 身份信息第三方
存证服务，是实验室技术支持下完成的首单植物新品种
权交易。”陈浩说，之所以选择在崖州湾科技城交易，除了
实验室先进的分子检测技术，还因为这里配有植物新品
种协助审查中心、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鉴定评价与确权
交换中心，能够为种子实验室科研团队确权维权提供全
套解决方案。

“海南自贸港建设为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机制创新提供
了很好的平台，建设知识产权特区要充分发挥自贸港制度
优势，在法律制度、措施等方面开展先行先试，对标国际
标准。同时要高度重视司法裁判时的利益平衡，妥善处理
探索先试时的社会风险管理。”海南省最高人民法院知识
产权法庭有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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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浩告诉记者，去年 8月 26日，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正式成立，目前展示的知识产权信
息已有24578项，涵盖知识产权全类型，经权利人同意作
为交易供应信息进行挂牌展示的知识产权共计2494项。

8月29日，随着四川省广安市华蓥火场实现无明火、
无烟、无气、无热点“四无”目标，四川省森林消防员
在14天内成功扑灭了7场森林火灾。

8月中旬以来，因持续高温干旱，四川省、重庆市多
地山火频发。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闻讯即动、奔赴火场。

“车一停，我们就直接上了火线。”8月 21日上午 7时，
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成都特勤大队二中队分队长罗泽彬
与队友们抵达四川省合江县火场时，山火已经烧到民房的

“后背”。此时若再来一阵风，民房随时有可能被山火“吞
噬”。他们的任务是守护民房，把山火和民居彻底分开。

罗泽彬和队友们刚刚扑救完四川省邻水县森林火
灾，辗转多个火场之后，他们有一个共识：今年的火灾
与往年相比有着“大不同”：既不在以往的高火险区域，也
不在传统的森林防火期，火场的地形地貌、林相植被、水源
分布、气候特点都与以往扑救区域存在很大差别。

为全面掌握火场态势，他们采取无人机空中勘察和
各级指挥员抵近勘察相结合的方式，查清火场风力风
向、火头数量、蔓延趋势、水源分布等关键信息，从而
确定主攻方向、灭火战法，进而科学排兵布阵，利用有

利时机组织扑救。
“因为高温干旱，山火突发性很强，火势扑打初期可

能一直保持在平稳状态，但持续燃烧形成的热辐射，加
速了可燃物干燥，火势蔓延非常快。来一阵风，火星就
能顺着飞出几十米，我们背后扑灭的火线又被引燃。”罗
泽彬在阻截山火、守护民房的过程中几次遇到山火夹
击、腹背受敌的情况，迫使他们不得不兵分两路、两边
阻击，迟滞了队伍扑火进程。

“因整个火场火势不同、燃烧烈度不同，不同地形、
不同局部的风力风向都不相同，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天
气预报进行预判。”特勤大队教导员张勇军有着20多年的
森林火灾扑救经历，8月22日，他根据无人机传回的火场
实时热点图成功处理了两次突燃的火情，“还好现代化侦

查、通信手段为我们提供了支撑。”
除了无人机，北斗卫星、5G 通信终端等“黑科技”

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帮助打通了前线指挥员和一线灭
火队员信息通联“最后一公里”，实时为一线指挥员传送
无人机高空测绘和热成像感知的火点烟点坐标及火线蔓
延趋势，让其可以根据火场态势及时调整力量、科学调
度指挥。多功能水泵车、斜坡水囊等装备器材则为他们
在陡峭的山林里取水储水提供了装备支撑。

8 月 23 日 18 时许，罗泽彬和队友正在火场火线上扑
打，突然而起的风把火星吹向民房，火势瞬间增大。因
为半山腰还有不少茅草，火势瞬间蔓延 20余米，直接逼
近民房。火焰蹿到树顶上，一下子从“地表火”演变成

“树冠火”。

“火势靠近民房，我们要顶到火线上。”罗泽彬说，
如果火烧到民房，危险就大了。

猛烈的火势烧断了一根供水管，水泵灭火被迫中断，
将管带运上山需要时间。罗泽彬便带着队友用风力灭火
机往火根上吹，尽力压制火线。管带运上山后，他们在民
房周围架起水泵。半个小时后，明火被扑灭。

这次灭火，森林消防员在高温下连续作战。在靠近
火线的最前端，罗泽彬估计，火场温度至少有 60℃，隔
着衣服，也能感觉到酷热。有不少消防员身体出现不
适。训练大队消防员何钰连续扑救 12 小时候后一度恶
心、呕吐，经过1个多小时的休息和降温，身体才慢慢恢
复。缓过来后，他又重新冲上一线。“作为森林消防员，
只要火不灭，我们就不能退出战斗，这是职责所在。”何
钰说。

8月29日，7场火灾全部扑灭后，四川省森林消防总
队并没有松懈，他们派出6支队伍往前四川省乐山市、金
堂县以及重庆市大足区等高火险区域前置备勤。这群高
温下的“追火人”，牢牢筑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的“蓝色防线”。

记者手记▶▶▶

高温下的“追火人”
本报记者 宋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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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南繁硅谷” 强“种业芯片”
本报记者 赵 鹏 曹文轩

海南

建“南繁硅谷” 强“种业芯片”
本报记者 赵 鹏 曹文轩

2022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海南考察时指出：“我一直关
注南繁科研育种，要科学谋划加
快推进，建设成服务全国的南繁
硅谷。”

因良好的光热条件，海南从
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成为了全国

育种圣地。有数据统计，每年有
来自全国 29 个省份超过 700 家

“育、繁、推”相关单位上万名科
技人员到海南从事南繁工作。累
计超过 2 万个主要农作物新品种
通过南繁加代、繁育，占到全国
育成新品种的70％以上。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是粮食
安全的命脉。近年来，海南发挥自
然区位优势，立足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打造“南繁硅谷”，以海南崖州湾
种子实验室为核心，着力开展制度
创新、完善配套、资源汇聚，一步一
步蹚出一条种业发展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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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种业创新 脚步永不停歇
曹文轩

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海南三亚等地成为
育种家的福地。但以往实验设备设施缺乏，“科研候
鸟”背着育种材料南北辗转，各单位“关起门育
种”是常态，协同创新更是难上加难。

如今，走在崖州湾之畔，奔涌的海潮声与建筑
机器的轰鸣声交织入耳，于荒芜中拔地而起的南繁
科技城，让南繁基地呈现出一派人来人往的忙碌景
象。“科研围墙”打破，协同创新氛围渐浓。日新
月异的崖州湾科技城承载着南繁人振兴种业的共同
追求。

在采访过程中，中国农科院一名博士研究生的
一句话令记者印象深刻。他说，即便现在科研条件
好了，也会提醒自己多下田，对搞育种的人来说，

“创新”两个字永远带着新鲜的泥土味。这便是千万
育种人的缩影，他们寒来暑往，辛勤耕耘，坚持把
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在种业创新的道路上永不
停歇。

科研人员在崖州湾种子实验室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

7 月 4 日，在三亚市崖州区 （坝头） 南繁公共试验基
地，农机手在收割水稻。 新华社记者 胡智轩摄

南繁基地试验示范点的稻田。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