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2024年1月5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傅人意 主编：陈卓斌 美编：张昕 检校：李彪 符发A07

■■■■■ ■■■■■ ■■■■■

在刚发布的海南自贸港第十六批制
度集成创新案例中，科技城建立专利、商
标、版权、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五合一”
综合管理体制入选。

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是种业振兴的
关键。科技城扎实推进知识产权特区高
标准建设，整合仲裁调解、司法审判、公共
服务等资源，推进形成“一体化”知识产权
保护机制；打造海南自贸港特色“知小二”
服务团队，采用“前端服务，后端支撑，交
互促进”模式助力“南繁硅谷”高质量创
新；落地全国首家版权保护中心海南分中
心，引导境内外版权资源和要素向海南聚
集；推进国家林草植物新品种崖州测试分
中心建设，有效缩短植物新品种权的测试
周期，促进种业创新、保护种业创新、推动
成果转化。

围绕种业振兴和产业发展所需，科技
城用好用足海南自贸港优惠政策，全力探
索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创新。

近日，一批萝卜种子顺利从瑞士引进
至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全球动植物种质资
源引进中转基地，经海口海关所属三亚海
关检疫合格后，三亚崖州湾创新发展中心
开始对该批种子进行实验，省去了60天
至80天的隔离检疫时间。

“我们协调多部门创新种质资源引进
中转一站式服务，建立海关、农业农村、林
草等部门‘三合一’联合行政审批和检验
检疫机制，组建‘行政管理协同+专业技
术支撑’的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
基地服务中心，全力支持国家（三亚）动植
物检疫中心实体化运行，保障种质资源引
进中转业务安全、有序、便利开展。”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有关负责人说，2023年园区先
后助力企业完成黑麦草、柔毛野豌豆、萝
卜、向日葵等12批次引种业务，实现种质
资源引进中转业务常态化开展；建立特许
审批引种业务联动机制，探索由管理局作
为科研立项证明材料出具主体，鼓励企业
开展科研活动，进一步拓宽引种渠道。

种业作为海南重点发展的未来产业，
它的发展不仅包括从“0”到“1”的创新过
程，还包括从“1”到“N”的产业化过程，产
业发展往往投入大、见效慢，资金支持是推
动产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的重要保障。为
此，科技城探索做好科技创新金融服务，丰
富金融支持方式，着力解决种业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等问题。

2023年，科技城联合海南省金融发展
中心、海南省金融发展促进会等单位共同
举办多场科技城政银保企对接会，搭建园
区企业与金融机构服务对接平台，促成数
十家企业获得银行授信支持，多家企业获
得私募基金股权投资；推动南繁育种产业
投资基金、长富股权投资基金设立运作，
园区现有产业子基金6支。

“今年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者’，聚焦
园区在种业、深海等领域的比较优势、开
放优势、政策优势和生态环境优势，持续
做好服务保障，深化产学研用融通创新，
加快科研平台谋划建设，加大产业集群培
育力度，不断优化种业创新创业生态，以
科技创新引领园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赋能中国种业振兴和海南新质生产力水
平提升。”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有关负责人
表示。

（本版撰文/肖皇）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多措并举推动种业创新发展

育出好种子 培优好产业

新年伊始，崖州湾畔
涌动着别样“热浪”——

实验田中，科研人员
躬身沃野，忙着从一份份
试验材料中寻找端稳中
国饭碗的密钥；实验室
内，研究团队埋头分析，
专注地从一个个种子基
因中寻找粮食高产稳产
的秘诀；会议桌上，企业
骨干立足产业发展需要，
提出科研课题和资金支
持计划，助力种业揭榜挂
帅工作开展……

近年来，三亚崖州湾
科技城（以下简称科技
城）聚焦打造海南自贸港
科创高地，坚持科技立
城、产业兴城并重，保障
高能级科创平台落地运
行，产学研融合互促取得
实效，因地制宜发挥比较
优势，以一流营商环境助
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
“四位一体”协同融合高
质量发展，有效赋能中国
种业振兴。

重大种业科研平台建设稳步推进

1月3日，在新建成的国家南繁作
物表型研究设施项目内，一个5.7 米
高、21米宽的“钢铁侠”格外醒目。它
个头大，却可以在稻田中沿轨道灵活行
进，是我国目前最专业、技术含量最高
的田间“高通量植物表型平台”，它的

“身体”里搭载着激光雷达、高光谱相
机、深度相机等10余种监测仪器，传感
器精度达95%，能够提供肉眼无法识
别出的抗倒伏、抗旱、抗病等多种性状
的详细数据。

“我们建设了一个规模化、精准
化、智能化的国际一流作物表型鉴定
重大科学设施。”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
南繁研究院院长彭军表示，南繁作物
表型研究设施建设项目以南繁育种创

新为核心，结合海南物候特征，以粮食
作物、经济作物、果蔬作物等为主要研
究对象，建设多维一体的规模化、精准
化和智能化作物表型与基因型鉴定设
施，旨在推动作物表型组学在种质资
源鉴定和品种选育等方面的全面应
用，大幅提升我国在优异种质创制、重
要基因挖掘及重大品种培育等方面的
自主创新能力。

当前，科技城围绕支撑保障战略
科技力量布局，以项目建设牵引有效
投资，加快建成一批承接国家战略任
务、开放共享的重大科研平台项目集
群，充分发挥“筑巢引凤”作用，持续放
大技术溢出效应。国家南繁作物表型
研究设施、国家（三亚）隔检中心（一

期）、作物多维组学研究平台等16个
项目已完工并陆续投入使用；国家野
生稻种质资源圃已开园，国际玉米技
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中心、国家耐盐碱
水稻技术创新中心总部核心科研基地
进入收尾阶段；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
鉴定评价及确权交换中心、种业创新
中心、南繁育种科技服务中心、大豆园
艺作物种质创新中心等13个项目提
速增效、加快建设。

在刚揭牌成立的海南省种业实验
室内，科研人员正在以热带水产、热带
果蔬等生物为研究对象，利用遗传学、
分子生物学、环境生物学、大数据科学、
人工智能等多学科交叉手段，开展精准
农业技术集成与示范、学术交流和人才

培养，承接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力争形
成“技术创新-成果转移转化”的创新
产业价值链。

“围绕服务保障科研机构高标准落
地建设和高质量入轨运行，园区设立实
验室工作专班，全力推动高能级科研机
构落地运行。”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有关
负责人说。

目前，崖州湾实验室已规划部署
11个全链条科研任务，推动各类科研
项目陆续开展；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
新中心加快实体化运作……近年来，科
技城汇聚一批科研平台，在全省高标准
构建高能级科创平台体系中的地位日
益凸显，有力支撑海南以超常规手段打
赢科技创新翻身仗。

种业产业化发展步伐持续加快

“国家队”国投种业落户，重点布局
生物育种、种子、农化和数字农业等业
务单元，先正达集团中国“南繁硅谷”产
业集群集中入驻，全面构建种业“研育
繁推”高水平创新和产业体系……龙头
种企纷纷抢滩进驻，近3000家南繁产
业类企业在园区兴业，科技城成为种业
市场的“香饽饽”。

“园区优化大招商工作机制，构建
管理局、平台公司、孵化器、入驻企业四
级招商联动模式，探索建立‘产—学—
研—用—金’协同发展体系，推动科研
集聚优势加快向产业集群发展延伸。”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有关负责人介绍，去
年园区组团赴德国、荷兰、瑞士、法国等
欧洲国家开展国际招商，在德国汉诺威
贸促局挂牌成立崖州湾科技城欧洲项
目促进中心（德国站）；依托东博会、进
博会等会展活动开展国际招商，与科因
集团、拜耳、利马格兰等国际知名企业
达成合作意向。

落实“六大行动”目标任务，科技城
加快国际精准招商引资，持续加快产业
化发展步伐。聚焦国家种业阵型企业
及关联产业企业，园区先后对接先正
达、瑞丰生物、盐湖股份、科迪华、瑞克

斯旺等种业重点企业，促使其在科技城
落地新项目、开展新业务；推动与大北
农集团围绕生物工程育种、农业科技孵
化器、南繁科创基金三大板块业务开展
战略合作；崖州湾现代种业产业集群入
选全省首批百亿级重点创建产业集群
名单。

1月3日，隆平生物技术海南有限
公司总经理吕玉平正忙着带领团队开
展玉米南繁试验，同时他也牵挂着正在
建设的生物育种双创中心。“经过在科
技城的5年打拼，公司从最初的两人规
模，到如今拥有130名员工，从最初没
有任何收入，到如今撬动社会资本超过
10亿元，生物育种双创中心也将在今年
年底建成，着实不易。”吕玉平感叹道。

科技城深知，引企更要育企。科技
城持续加大企业培育提升力度，以一流
营商环境营造创新创业生态，优化高新
技术企业梯度培育机制，建立科技型、
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库，制定促进高新
技术企业发展政策措施，积极开展园区
企业上市培育工作，隆平生物、晨海水
产等种业企业已纳入省级上市（挂牌）
后备资源一级库。

“突出‘科技’标签，园区在‘注重朝

产业化方向发展’上下更大功夫，加大
产业集群和市场主体培育提升力度，强
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探索科技成
果产权制度改革，增强创新创业服务保
障能力，力争保持高质量可持续快速发
展态势。”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有关负责
人说。

“如今的南繁，耕田有种业CRO提
供服务，租地可在‘一站式’平台网上完
成，田边的南繁服务站能完成简单的田
间试验，种业超算服务中心等技术力量

‘跑’数据更便捷。”细数南繁新变化，中
国农业大学三亚研究院南繁基地与实
验室管理中心主任冯继东说。

围绕特色产业链布局种业高能级
发展，科技城着力孵化种业CRO创新
业态，为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园区印发种业CRO模式发展实施
方案，梳理16项种业科研创新平台开放
服务内容，逐步完善种业CRO服务产业
链；吸引中国检科院、舜丰生物、众联检
测、广凌农业等12家园区市场主体集聚
并完成种业CRO主体认定，加快构建商
业化育种体系，推动种业产业链、创新链
和价值链深度融合，逐步实现“由南繁事
业向南繁事业与产业并举转变”。

园区支持第三方检测技术能力提
升，2家园区企业获得国家农作物种子
质量检验机构合格证书（CASL证书），
具备品种真实性鉴定服务资质，组建南
繁硅谷首个种子质量控制及提升服务
专家技术团队，创新“制种监理”等新型
技术服务方向，为种业企业提供种子质
量测定和控制提升等综合服务；优化种
业CRO田间服务，运营“一中心、两平
台、三站点”，线上、线下统筹共享南繁

“一体两翼”土地、农机、劳务等服务资
源，为各类种业科研主体提供仓储、晾
晒、考种、试验保障等田间服务和“一站
式”线上选地租地服务。

“目前南繁共享用地服务平台已上
线1.8万余亩共享土地信息，累计完成
2600亩土地流转；崖州科农平台上线
31家南繁服务主体，涵盖180余种服务
项目，已促成服务交易100余次。搭建
南繁基地物联网展示平台，已聚合中科
院、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
业大学四家科研院所田间物联网数据，
具备育种田间管理精细化、田间监测防
控智慧化、展示中心监管可视化等功
能，建设智慧南繁基地。”三亚崖州湾科
技城有关负责人说。

创新发展不断发挥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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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农业机械设备在三亚崖州区田洋插秧和监测农田环境。 肖皇 摄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内一实验室，科研人员在忙着育种制
种工作。 王将就 摄

三亚市崖州区冬季瓜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内，科研人
员查看作物长势。 肖皇 摄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创新研学谷，河南大学三亚研究院研究生
在教学区实验室进行科学实验。 王将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