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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种加快推广应用

今年麦收，河北省石家庄市周家庄乡粮
农刘红有新收获：“一亩打了 1500 多斤麦子，
这比以前高多了。下季要多种些新品种，争
取还有个好收成。”

刘红所说的新品种是目前河北推广最快
的小麦品种之一“马兰 1 号”，去年推广种植
500 多万亩。作为这一品种的培育者，石家
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郭进考介绍，“马
兰1号”品种小麦根深叶茂，麦秆较矮，抗倒
伏能力强，还节水抗旱。“此次亩产1500斤是
在农民自种的成方连片田里测得的，实现了

‘从专家试验田到百姓生产田’的新跨越。”郭
进考说。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围
绕小麦产业，河北强化新品种选育，有效促
进优质小麦品质提升和产能提高。今年，全
省夏粮平均亩产达到 443.1 公斤，总产量
302.6亿斤，二者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聚焦种业创新攻关，各地区各部门积极
行动，越来越多新品种加快推广应用，为农
业生产持续加劲。

在南方地区，油菜与早稻轮作茬口时间紧
曾是不少农民的烦心事。“现在，新品种‘中油
早 1 号’缩短了油菜生育期，只要 170 天左
右，4 月中旬就能进入成熟期，完全不影响
后期水稻种植。”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油菜种
植户肖兵生说，“今年油菜亩产达到 160 公斤
左右，生育期短了，产量不仅没减，还更高了。”

据介绍，今年“中油早 1 号”在江西、湖
南、广西等油菜主产地示范面积超 5000 亩，
创下了“稻稻油”三熟制模式下短生育期油菜
高产纪录，且这一品种越往南方生育期越
短，在广西的最短生育期仅约130天。

更多短板弱项也在取得突破。农业农村
部种业管理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国产白羽肉
鸡打破种源 100%依赖进口局面，“圣泽 901”

“广明 2号”“沃德 188”3个国产品种市场占有
率超过25%。国产西蓝花品种市场占有率由3
年前的5%提高到目前的35%；自主培育12个
南美白对虾新品种市场占有率达到 35%。“京
麦 188”“荃 9 优 1393”等一批耐盐碱品种，为

“以种适地”提供了支撑。

种质资源保护不断加强

培育好种子，离不开好的种质资源。去
年底，中国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

的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打好种业翻身仗奠
定了坚实基础。

据农业农村部介绍，这次普查历时 3
年，150多万人参与，新收集农作物资源13.9
万份，采集制作畜禽遗传材料 107 万份、水
产遗传材料12万份。通过普查，新发现了红

灯笼猪、帕米尔牦牛等51个畜禽和蜂资源，找
回了烟台穇糠鸡等10个曾宣布灭绝的品种。

“种质资源是新品种选育的遗传物质基
础，是保障种业安全的战略性资源。”农业农
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姚璐说，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气候环境变化
以及农业种养方式的转变，农业种质资源数
量和区域分布发生了很大变化，部分资源消
失的风险加剧，一旦灭绝，其蕴含的优异基
因、承载的传统农耕文化也将随之消亡，损
失难以估量。过去 3年新收集种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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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好资源，还得做好保存和利用。为
此，各类种质资源库（圃）建设持续加快推进。

今年 6 月，国家食用菌种质资源库（福
建）在福建省福州市揭牌，这里保藏各类食用
菌菌株近 1700 株，其中双孢蘑菇 506 株，资
源保藏规模居世界第三。“这些资源通过野外
采集、单位或个人交流收集、生产中收集以
及杂交、驯化等方式获得，每一株菌株都是
一座独一无二的基因库，蕴含着选育出突破
性新品种的潜力。”福建省农科院食用菌研究
所所长曾辉说，“在安全保存的基础上，我们
正不断加快种质资源共享步伐。”

2021 年，种业振兴行动开始实施。3 年
来，中国建成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和国家
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构建了以国家长
期库及其复份库为主体、15个中期库和56个
种质圃为依托的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
确定 227 个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建
成101家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和535个国家级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不
断加强。

供种保障能力明显提升

种业基地是良种保供的“压舱石”。随着国
家级种业基地布局不断优化，全国种源供给
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最近正值制种玉米去雄期，甘肃省张掖
市甘州区小满镇甘城村种植户们奔忙在田
间，加快去雄去杂。“今年我们村跟专业公司
合作种植了多个品种的制种玉米，全面积实
现水肥一体化，玉米出苗率较往年提高。”甘
城村村委会副主任杨辉说，从目前长势看，
预计今年收成不错。

作为国家级玉米制种基地之一，张掖玉
米制种面积常年稳定在 100 万亩左右，年产
种量4.5亿公斤，供种量占全国大田玉米用种
量的 50%以上。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以玉米种业为主导，张掖加快推进农业科技
创新平台建设，探索玉米制种新技术，去年
审定玉米新品种 102 个，全市种子产业发展
态势持续向好。

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构建 216 个农作
物制种基地、300 个种畜禽核心育种场站组
成的良种繁育“国家队”，实现粮棉油糖、果菜
茶药、猪牛羊禽全覆盖。“通过增加真金白银
的投入，供种保障能力由 2020年的 70%提高
到目前的 75%以上。”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
相关负责人说，中国实施制种大县奖励政策
和现代种业提升工程，推进南繁硅谷以及甘
肃玉米、四川水稻、黑龙江大豆等育种制种
基地建设，单产水平、旱涝保收能力、加工
仓储和物流配送能力极大提高。

从地方到企业，种业振兴的力量不断增
强。当前，中国已初步构建起由 69 家农作
物、86 家畜禽、121 家水产等龙头企业组成
的国家种业企业阵型；在种源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生物育种重大项目和国家育种联合攻
关任务中，企业逐步成为创新主体。农业农
村部种业管理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国家
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中，来自企业的占比超
七成，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企业的占比近六
成，种业振兴企业骨干力量加快成长。

增产靠什么？这个麦
季，各地积极推广高产稳
产、抗倒抗病品种，有力助
推小麦单产提升10公斤/亩。
得益于此，今年夏粮小麦
总产量达到 2764.3 亿斤，
较上年增长2.7%。

多产粮、产好粮，种子
是关键。中国大力推进种
业振兴，种业发展取得长
足进步。截至目前，中国农
作物良种覆盖率达 96%以
上，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
比超过 95%，水稻、小麦两
大口粮作物品种实现完全
自给，一些关键技术和重
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供
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中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96%以上，种业振兴行动取得成效——

丰收图景，从一粒良种开始
本报记者 邱海峰

广域山火监测系统联手“慧眼”无人
机、“擎天”机器人，展现“天空地”一体
化智慧巡检能力；海底电缆水下机器人
实现带电检测，多次运用于海南电网联
网工程……在第 26 届中国北京国际科
技产业博览会（简称“科博会”）上，南方
电网公司以“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展示南方电
网突出创新成果和工程实践。

在南方电网展台中央，一面大屏幕
不间断展示着“广东目标网架工程”相关
情况，“广东目标网架工程是目前国内规
模最大的省级电网优化重构项目，这项
工程借助数字化技术，运用大量在线监
测装置，实现大范围数字化运维，犹如
在世界上最复杂的省级电网‘心脏’做了
重构手术。”展台工作人员介绍，该工程
顺利完成，大幅提升了粤港澳大湾区电
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有效提高了
电网高比例清洁能源消纳能力，进而为
电网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强大支撑。

这是电网企业提升电力可靠性的重
要尝试之一。伴随清洁能源电力在电网
中占比逐步攀升，如何构建更加安全可
控、智能友好的新型电力系统，是电网
企业亟须破解的问题。建设好新型电力

系统，需要根据电力供需情况实现灵活
调度，在充分消纳新能源的同时确保电
网稳定。这其中，数字化技术大有可为。

在科博会南方电网展台，能看见不
少类似的创新尝试。

手指轻触，广东东莞域内的光照情
况预测曲线和光伏发电预测曲线出现在
电脑屏幕上，光伏发电功率、发电效率等
指标清晰可见；一键点击，电力调度控制

中心的调度员就能完成某分布式光伏电
站的出力计划实时调节……“这是公司
建成的云边融合智能调度平台，通过这
个平台，海量新能源能灵活快捷地接入
调度系统并参与电网调控和市场交易，
为强化电网调度能力、提升电网稳定性
提供了支撑。”展台工作人员说。

打造虚拟电厂是提升电力系统稳定
性的重要手段。不同于传统电厂，虚拟

电厂看不见也摸不着，是一套依托于数
字信息技术的能源管理系统。作为国内
首个区域级虚拟电厂，南方电网分布式
源荷聚合服务平台聚合了广东广州、深
圳和广西柳州三地的新型储能、电动汽
车、分布式光伏、非生产性空调和风光储
充微电网等各类分布式资源，电力需求
旺盛时，可通过虚拟电厂调动这些资源
为电网供电，由此丰富电力来源，保障
用电平稳。

科博会南方电网展台还有不少“黑
科技”：南网电鸿、“大瓦特”电力大模型、
AI算力自组网……“运用这些手段，能
让电力行业工作者更轻松地驾驭海量数
据，为电力行业注入智慧动力。”展台工
作人员说，“比如公司推出的行业首个自
主可控电力大模型‘大瓦特’，基于自主
研发的算力芯片和学习框架，能实现聊
天交互、信息查询、图形识别和文本撰
写等功能，电力用户可以通过和‘大瓦
特’的互动，快速获取所需的电力信息
和解决方案。目前，这个模型已经在南
方五省区发、输、变、配、用电各领域
80多个场景落地应用。”

南方电网有关负责人介绍，广西电
网公司基于南方电网“大瓦特”应用，将
输电线路缺陷隐患识别效率提升 5 倍，
平均缺陷识别率超91%，准确率提升了
15%。“大模型能够更精准地表述缺陷隐
患类型和位置，更好地处理未见过的电
力业务场景缺陷。”南方电网有关负责人
说。数据显示，目前“大瓦特”已实现南
方电网公司智能客服、输电巡检人工替
代率达80%，负荷预测实现网省两级全
替代。

南方电网携多项成果亮相第26届科博会——

创新科技打造“聪明”电网
本报记者 廖睿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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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全球第一大港宁波舟山港完成货物吞
吐量7.08亿吨，同比增长4.2%；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916.5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8.4%。图为浙江宁波舟山港穿山港
区集装箱码头。 胡学军摄 （人民视觉）

◀今年，湖南省洪江市安江镇小英
农业机械化专业合作社与种业科技企业
签订了 300亩杂交水稻制种协议。图为
近日，该合作社工作人员操作水稻盘育
秧播种机，进行杂交水稻制种母本大棚
育秧作业。 杨锡建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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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是全国
最大的食葵生产基地，已发展形成向日
葵种子研发、基地种植、精深加工等全
产业链条。图为近日，科研人员在位于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的三瑞农科向日葵技
术研究院观察向日葵抗病害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李云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