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子虽小，却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国

之 大 者 ”。 近 年 来 ，我 省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大

力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按照保供固安全、

振兴畅循环的种业发展定位，以实施“赣

种强芯”种业提升工程为抓手，以强基补

短扬优势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种业高质

量发展，积极为国家种业科技自立自强、

种源自主可控贡献江西力量。近三年来，

我省累计投入 4.0165 亿元，推进现代种业

发展，夯实种业发展基础，激发种业创新

活力，种业振兴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强基础 推动系统化保种

种质资源是农业科技原始创新和现代

种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源头。江西，世界稻作文化发源地，

拥有农作物种质资源 5万多份，孕育着诸如

东乡野生稻、万年贡米等独特的种质资源，

井冈山秤砣脚板薯、兴国九山生姜、都昌

“八月爆”黑大豆、弋阳大禾谷、余干枫树辣

椒、吉安大叶空心菜、铅山红芽芋、大余红

心薯、永修吴城冬瓜、玉山白玉豆以及泰和

乌鸡、兴国灰鹅、玉山黑猪、吉安红毛鸭、赣

西两头乌、赣西黑山羊、宁都黄鸡、万载兔、

崇仁麻鸡等优异种质资源享誉省内外。我

省全国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行动基

本完成，征集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 7878份，

普查登记畜禽品种 60 个，畜禽普查取得重

大突破，发现的修水黄羽乌鸡品种，被国家

认定为新资源，农业种质资源家底逐步清

晰。全省认定了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单位

10 个，其中东南山地作物种质资源圃为国

家级保护单位；建成了国内首个自动化存

取的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入库资源 1.1
万余份，给种子一个温馨安全的家；东乡野

生稻保护区提升工程、江西国家畜禽遗传

资源区域性基因库、国家种猪资源中心加

紧建设，21个地方畜禽保种场、29个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相继建立，让记载农耕文明

的诸多特异优质种质资源得以保护。

重攻关 推动商业化育种

猪粮安天下，良种是关键。以黄路生院

士为代表的生猪育种团队，在家猪全基因组

育种芯片研发上突破卡点，研发出家猪育种

新技术“中芯一号”；育成的“山下长黑”猪品

种通过国家审定，是我省20多年来首个自主

培育的畜禽新品种。以颜龙安院士为代表

的 水 稻 育 种 团 队 ，利 用 东 乡 野 生 稻

OsCERK1基因（丛枝菌根）培育的菌根共生

稻新品种“赣菌稻 1号”，在减肥 25%的条件

下可增产8%左右。我省引进中国水稻研究

所合作成立了江西早稻研究中心，拥有国家

和省级种业科技创新平台 44个和种业科技

创新团队 41 个，打造我省种业科研创新高

地。组建了现代作物种业、生猪和家禽3个

省级科技创新联合体，开展了水稻、生猪等21
个优势特色产业省级良种联合攻关，东乡绿

壳蛋鸡、泰和乌鸡2个家禽品种列入了国家重

要特色物种育种联合攻关。率先在全国创设

了“优质晚稻早种”新通道，近三年，累计审定

9个晚稻优质品种作早稻种植，亩均增效300
元左右，备受青睐的“优质晚稻早种”面积约

占早稻种植面积的11%左右。率先在全国实

行审定新品种后补奖励政策，累计筹措2130
万元资金，补助95个水稻品种,极大地调动了

种业企业育种创新积极性。近三年，我省农

作物品种通过国审 65个、省审 249个、登记

103个、引种备案328个，今年晚稻品种优质

率达94%以上，居全国前列。

建基地 推动规模化制种

保障现代农业用种需求，主要靠现代

种业基地。我省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推

进种业基地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对加

快推进我省种业基地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部

署安排。全省形成了以 4 个国家级制种大

县、2个国家级区域性良繁基地和20个省级

区域性良繁基地为核心的赣中春夏制、赣

西夏制、赣南夏秋制、南繁加代制等杂交水

稻及蔬菜、脐橙等经济作物的良种生产基

地群，建成种子生产基地 20万亩以上，种子

生产的集中度明显提高。去年，我省推广

面积超百万亩的水稻品种 4个、50万至 100
万亩的品种 12 个，其中我省拥有完全知识

产权的常规晚稻“井冈软粘”推广面积达

168万亩。据调度，今年全省杂交水稻制种

面积 46.5 万亩、比去年增加 7 万亩，居全国

前三位；生产销售豇豆种子 400 万公斤左

右、占全国 50%以上；南繁制种面积 21.8 万

亩、比去年增加 5 万亩左右，居全国首位。

我省已构建了原种场、一级场、二级场相配

套的畜禽良种繁育体系，全省拥有 4个国家

生猪核心育种场、1 个国家肉牛核心育种

场、1个国家核心种公猪站、1个国家蛋鸡扩

繁基地，资溪白羽肉鸡祖代场生产的“圣泽

901”父母代种鸡苗，成为国产白羽肉鸡重

要供种基地。

扶企业 推动专业化供种

以联合攻关、现代种业提升工程、科

技 创 新 联 合 体 等 项 目 为 引 领 ，大 力 实 施

企 业 扶 优 行 动 。 目 前 ，全 省 现 有 农 作 物

种 子 企 业 159 家 、种 畜 禽 企 业 256 家 、水

产种业企业 119 家 ,其中国家育繁推一体

化 农 作 物 种 子 企 业 7 家 、国 家 种 业 阵 型

企 业 3 家 、全 国 农 作 物 60 强 种 业 信 用 骨

干 企 业 3 家 、全 国 杂 交 水 稻 商 品 种 子 销

售总额前十强企业 2 家。遴选认定了 16
家省级农作物种业骨干企业，引导资源、

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向重点优势企业

集 聚 ，积 极 培 育 优 质 种 企 。 连 续 四 年 举

办 全 省 优 质 稻 种 业 大 会 、连 续 三 年 举 办

全 省 现 代 种 业 蔬 菜 新 品 种 展 示 会 、连 续

三年举办江西省优质稻品种食味品鉴活

动，在全省 93 个农业县开展了农作物新

品种展示示范，在全国率先构建了“部省

市县”四级农作物品种展示网络，展示品

种、交流成果、唱响品牌，规模化推种，不

断提高良种覆盖率。

优环境 推动规范化管种

省 委 省 政 府 强 调 ，要 加 快 以 种 业 为

重 点 的 农 业 科 技 创 新 ，从 源 头 上 保 障 国

家 粮 食 安 全 。 我 省 去 年 启 动 修 订《江 西

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并持续开展种

业 监 管 执 法 年 活 动 ，部 署 全 链 条 全 流 程

监管执法，严厉打击种业假冒伪劣、套牌

侵 权 违 法 犯 罪 行 为 ，着 力 保 护 种 业 知 识

产权。推动建设了省水稻品种性能鉴定

中心、家禽生产性能测定中心、米质检测

中 心 ，填 补 了 我 省 种 子 种 禽 质 量 检 测 公

共服务平台空白。建立了粮食用种应急

保 障 体 系 ，在 全 省 70 多 个 县（市 、区）共

设 立 了 148 个 种 子 市 场 监 测 点 ，重 点 监

测 农 作 物 种 植 意 向 、品 种 需 求 动 向 以 及

种子销售情况。全力实施救灾备荒种子

储备，建设国家级救灾种子储备库 8 个、

省级储备库 15 个，近四年累计发放救灾

种 子 近 300 万 公 斤 ，补 种 改 种 受 灾 农 田

面积 80 万亩。

东 方 风 来 满 园 春 ，“ 赣 种 强 芯 ”正 当

时。随着江西现代种业提升工程深入推

进，种质保护利用、自主创新攻关、骨干企

业扶优、良种基地提质、种业市场净化五

大行动全面推开，种业振兴美好蓝图正变

成现实。

江西农业大学水稻育种团队在海南三亚基地江西农业大学水稻育种团队在海南三亚基地 王王 亮亮摄摄

强基础 补短板 扬优势
——江西实施“赣种强芯”种业提升工程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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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推进种植业绿色高产高效工作
日前，2023 年全省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观摩培训会在吉

水县召开。会议要求，全省各地要高站位谋划、高质量开

局、高标准推进全省种植业绿色高产高效工作。

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钱前等权威专家深入田间

地头示范区现场调研后，认为我省绿色种植业科学示范

工作做得非常好，科学试验、品种展示非常成功，发展再

生稻非常有潜力。

与 会 人 员 观 摩 了 吉 水 县 八 都 镇 大 井 村 水 稻 绿 色 高

产 高 效 万 亩 示 范 片 现 场 ，既 有“ 赣 菌 稻 1 号 ”等 水 稻 新

品 种 、“ 三 新 ”技 术 等 试 验 集 成 ，又 有“ 优 质 晚 稻 早 种 连

种 ”、水 稻 种 肥 同 播 、优 质 稻“ 两 优 一 增 ”壮 秆 保 优 等 成

熟 技 术 模 式 的 示 范 展 示 ，内 容 丰 富 、亮 点 纷 呈 ，展 现 了

江西省农科院、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省农技推广中心等

省级科研推广单位的水稻先进集成研究成果。在观摩

现 场 ，萍 乡 市 、赣 州 市 及 吉 水 县 、丰 城 市 、瑞 昌 市 、万 年

县 代 表 就 绿 色 高 产 高 效 行 动 思 路 、提 升 粮 油 单 产 方 面

作了交流发言。

据了解，我省从 2008 年起，连续 15 年实施粮油高产

创建活动。如今，全省各地高产创建的理念不断提升、

内涵不断拓展、层次不断提高，取得了明显成效。下一

步，我省各地将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准确把握主攻方

向，聚力良种覆盖普及、良技落地见效、集成熟化应用、

产业融合发展，为全省种植业增产提质增效、可持续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王 亮 易团飞）

葡萄甜蜜正当时
眼下，正是葡萄成熟的时节。在南昌经开区樵舍镇常

丰村葡萄种植园里，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紫色葡萄挂在藤蔓

上，农户们左手托着葡萄串，右手用剪刀将一串一串葡萄

采摘下来。

“开始只是附近的村民知道我们家种葡萄，后来一传

十、十传百，现在很多人都找上门来订购，最多的时候一天

就卖 1000 多公斤。”葡萄种植园承包农户熊全靠的上衣被

汗水湿透了，但脸上却挂满了笑容。

“我也是第一次种植葡萄，刚开始对葡萄种植知识不

懂，葡萄产量一直提不上去，品质也不够好。后来，南昌经

开区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专门请了江西农业大学的专家，到

现场来指导、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成效十分明显，现在葡萄

的产量和品质有了显著提升。”熊全靠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据了解，在南昌经

开区的政策扶持下，常丰村采取“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

式，大力发展特色葡萄种植产业，2017 年建成常丰村葡萄

种植园，目前已有夏黑葡萄、阳光玫瑰葡萄、巨峰葡萄三个

品种，年产量可达 5 万公斤左右，年产值可达 100 万元。

驻村选调生彭本兴说，接下来要鼓励村民参与到产业

发展中去，改进种植技术，推动常丰村的葡萄种植业朝规

模化、品牌化、优质化发展，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带动全

村村民致富。 （夏志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