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流程智慧育种平台发
布、全球野生稻保护联盟成
立、南繁辣椒良种上新……
3月，南繁进入了收获季节，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以下简
称科技城）一批面向国际的
南繁成果陆续涌现。

作为南繁硅谷培育新质
生产力的主阵地，科技城坚
持科技立城、产业兴城并举，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
产业“四位一体”协同发展，
加大产业集群和市场主体培
育提升力度，增强创新创业
服务保障能力，力争打造成
为国家种子科技创新的策源
地和制高点，有效赋能种业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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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三亚研究院组织实施“双壹计
划”“博士村长”及科技小院项目，在乐东推动火龙
果标准化绿色种植体系建设及种植技术革新；万
建民院士团队优质粳稻品种产业化落地科技城，
助力打造“崖州湾新米”品牌；崖州湾科技城首届

“崖州湾杯”科技创新大赛最佳成果转化奖获奖项
目——“模块式自动化种子基因分型系统”以
1000万元总额完成技术转让……以深化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创新为抓手，科技城“科技溢
出”效应逐步在琼显现。

当前，科技城紧抓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两个
着力点，以制度创新为抓手，积极开展先行先试，
密切产学研用协同合作关系，融合产业化应用场
景优势和重大平台技术溢出优势，扎实推进产业
培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
新，逐步成为我省集聚高水平科技创新主体资源、
推动海南加快迈进创新型省份行列和塑造自贸港
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主力军，是促进“陆海”高水
平科技成果本地转化和产业化、加快形成多点支
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现代化产业新格局的主引
擎，亦是三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

“科技城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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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国家（三亚）动植物检疫中心实体化运行；
建立特许审批引种业务联动机制，进一步拓宽引
种渠道，实现种质资源引进中转业务常态化开
展。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特区，将种权事前保护、
事中监管及事后保护联动起来，知识产权‘五合
一’综合管理体制入选海南自贸港第十六批制度
集成创新案例，‘深化知识产权机制改革，推动种
业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获评国家知识产权强国
建设典型案例并在全国推广。”科技城有关负责人
表示。

制度创新迸发发展活力，更多的新变化不断
在科技城涌现。

聚焦公平竞争、公正司法、要素流动、数字赋
能、特色产业发展，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科技城推
动在营商环境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出台一批切实
可行、务实管用的改革举措，构建“城小二+帮办
代办+审批专员”审批服务体系，形成60余项“服
务菜单”，在产业促进、惠企政策、创业孵化、融资
对接、人才服务、知识产权等方面提供“量身定制”
服务，助力园区市场主体培育提升、持续成长。

筑牢市场化融资信用基础，园区重点从“体
制机制创新、顶层设计谋划、专业团队打造、融
资渠道创新、多元业务布局、资源储备盘活”六
个方面做好投融资能力建设，设立南繁基金，构
建以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为辅的多层次、全
方位融资体系和开放金融业态，为科研成果转化
应用提供资金保障，加快形成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的新质生产力。

深化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厚植人才集聚发展
优势，科技城用足用好“海南专项”支持政策并扩
大研究生招生规模，探索打造科教融汇创新特区；
设立“珠崖毓才院”人才培养项目，以“订单式培
养+校企联合”协同模式打造人才摇篮；“揭榜挂
帅”鼓励形成“企业命题、院所答题、市场评估”的
成果转移转化机制，陆续吸引30位农业院士及其
团队入驻，设立涉农领域7个院士工作站和2个
院士创新团队，累计引进南繁领域各类高层次人
才863人，持续为种业科技创新储备高水平人才
资源。

“科技城聚焦打造海南自贸港科创高地，围绕
南繁种业等服务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效集
成与深度融合农业种质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等
种业关键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产学研创新主体，进
一步优化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机制，进一步激发创
新动能和市场活力，持续加大产业集群和市场主
体培育提升力，不断筑牢种业振兴的南繁根基。”
科技城有关负责人表示。 （撰文/肖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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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南繁作物表型研究设施里，近5亩试
验田种着1000多份玉米、大豆育种材料。高5.7
米、长21米的高通量植物表型平台沿轨道运行，
运用激光雷达、高光谱相机、深度相机、各种传感
器，为育种材料进行“全身体检”。采集数据实时
回传，科研人员线上处理、分析数据。

“国家南繁作物表型研究设施建设项目已汇
聚 16支科研团队，入驻 200余人开展科研工
作。”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有关负责
人表示，该院联合多家机构近日联合发布了面向
育种数据处理全流程的智慧育种平台，其数据容
量、运行速度及数据安全措施均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开辟了智慧育种“新赛道”。

南繁基地是我国农业科研不可替代的战略
资源，在科研育种加代、应急种子生产、制种繁种
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加快提升我国
种业科技水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
献。心怀“国之大者”，科技城积极融入国家科技
战略，围绕服务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加快推进高

标准创新载体建成投用，有力推动高能级科创平
台落地运行。

目前，全球最大的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圃建
成开园，以植株种植形式保存全球21种野生稻、
1.3万份活体种质资源；推动国际玉米技术创新
与成果转化中心等数十个科研基础设施及平台
项目提速增效加快建设；谋划建设大科学装置，
探索发起大科学计划，推动国际交流合作，汇聚
南繁、深海的省部级及以上科创平台29个，围绕
服务战略科技力量布局，保障国家级、省部级科
创平台和科研机构高标准落地建设和高质量入
轨运行，科技城积极打造一批承接国家战略任
务、开放共享的重大科创平台集群。

今年1月，《国家南繁硅谷建设规划（2023—
2030年）》新闻发布会在科技城举行，明确指出
要努力把南繁硅谷建成国家级种业创新基地、种
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种业科技国际合作大平台
和种业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

“科技城持续提升南繁基地服务保障水平，

不断夯实南繁种业发展基础。高度重视南繁基
地建设，全力把南繁基础设施硬件和运行保障
软件‘建起来’，保护区高标准农田全面建成，陵
水安马洋、乐东抱孔洋科研生产生活配套服务
区实现‘拎包入住’；持续将育种创新要素‘聚起
来’，中国农科院、中国农大等重点科研院校落
户扎根，国家南繁作物表型研究设施、耐盐碱水
稻技术创新中心等重大种业科研平台相继落
地，隆平高科、中种集团等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入
驻，南繁育种焕发出新活力。”科技城有关负责
人表示。

当前，科技城着力推动南繁管理智能化、精
细化，建设南繁智慧化管理平台，打造南繁基地
分类管理分时使用智慧应用场景；建成投用南繁
物联网展示平台，三亚坡田洋南繁服务站、陵水
安马洋南繁服务站、乐东抱孔洋南繁服务站聚焦
南繁硅谷“一体两翼”发展，协同为南繁科技工作
者提供智慧化、一站式科技服务，有效解决南繁
又“烦”又“难”的问题，切实助力种业科技创新。

中国中化旗下先正达集团中国的9家种业
产业主体集中入驻，国投种业落户，中国中化、国
机集团、中粮集团分别作为种业、农机、粮食产业
链建设的行业领先企业在科技城签署涉农央企
现代产业链联盟倡议书……一周时间内，知名种
企纷纷抢滩布局科技城。

围绕重点布局“一城、一基地、一谷”，科技城
以南繁种业为核心，以招商引资为抓手，持续引
进2800余家国内外优质种业及其关联产业的企
业、科研院所和研发团队，打通集“检测前端、田
间服务、实验室管理、成果转化、经营创收”等为
一体的南繁全产业链条，构建从“基础科研、成果
转化到企业接盘”的良性产业循环，着力打造“南
繁硅谷”。

科技城有关负责人表示，科技城不断壮大南
繁种业产业集群，聚集近千家涉农企业，业务类
型覆盖育繁推等产业链各环节。引进中化集团
等央企和大北农等“三类500强”企业在园区新
设子公司，德国科沃施（KWS）去年在三亚设立
首家外资农业科技研发中心；全力支持国投种业
等入园市场主体实质性运营，推动中种集团、大
北农、晨海水产、隆平生物等国家种业阵型企业
扩大业务规模、构建产业生态，隆平生物、晨海水
产等企业纳入省级上市（挂牌）后备资源一级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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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繁种业产业化发展迈
出坚实步伐。

作为最早入驻科技城的民营企业，深耕生物
育种产业，隆平生物技术（海南）有限公司五年磨
一剑，2024年初获农业农村部首次颁发的相关
生物安全证书。“我们在国内首创了多基因分子
叠加复合性状产品研发，产品得到了越来越多企
业的关注，去年杂交的玉米品种有300多个，今
年数量达到了900多个，在生物育种的赛道上蹚
出了一条新路子。”该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当前，科技城着力打造立足三亚、辐射海南、
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国家南繁硅谷，努力培育
差异化竞争优势，聚力打造全国生物育种产业科
技创新高地。5000亩生物育种专区投入使用，
建立生物育种专区特殊监管服务模式，吸引40
余家科研院所和企业围绕玉米、大豆、水稻、棉花
等作物育种开展试验工作；吸引“一带一路”大豆
生物育种海南省工程研究中心等机构入驻，培育
生物育种行业“领头雁”，着力突破生物育种领域
的基础性、前沿性重大科学问题，提升生物育种
自主创新能力，更好地服务、引领南繁生物育种
产业化。

看着稻田里水稻育种材料长势良好，海南农
乐南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仕明脸上的笑容
也格外灿烂，“除了田间服务，我们还为种业企业

代繁种子，已为10多家种业企业代繁50多个优
质高产水稻品种，年产水稻种子可供600万亩至
800万亩大田种植。”

目前，科技城着力孵化种业CRO创新业态，
以对标国际先进的生物育种技术、检验检测技
术、规范化田间服务、大数据辅助和知识产权保
护等为抓手，推动种业CRO模式成为商业化育
种、种业科研成果转化和高质量打造“南繁硅谷”
的加速器。吸引掌握一流育种技术的种业CRO
主体集聚，出台种业CRO模式发展实施方案，制
定17条措施在全国率先统筹推进种业CRO模
式发展；建成种业专业研发外包服务平台（种业
CRO平台）一期和基因编辑技术公共平台，崖州
湾创新发展公司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作物
质量检验机构合格证书（CASL证书），成立国内
第一个种业检验检测联盟——海南自贸港南繁
种业检验检测联盟，在全省率先形成种业CRO
专业化服务能力；统筹16个种业科研创新平台
开放提供技术服务，优化田间服务，实现线上、线
下统筹共享南繁“一体两翼”土地、农机、劳务等
服务资源，逐步完善种业CRO服务产业链，加快
构建商业化育种体系，科技城推动种业产业链、
创新链和价值链深度融合，打造全国前沿育种技
术服务输出高地，逐步实现“由南繁事业向南繁
事业与产业并举转变”。

新平台铸就新力量

新产业夯实强基础2

新制度打造新优势

① 在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创新研学谷实验室，研究员观察玉米幼苗植株的叶片。
② 在三亚崖州区朗芒田洋的南繁试验田内，科研人员查看耐热菊花生长情况。
③ 玉米育种专家程相文查看授粉期玉米材料的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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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崖州区国家现代农业（种业）产
业园内，工作人员查看瓜果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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