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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海南省
促进知识产权发展
的若干规定》，对获
得农业植物新品种
权授权的给予资金
奖励，近三年来已
累 计 奖 励 1170 万
元。出台《海南省
南繁种业合同研发
组 织（CRO）认 定
管理办法（试行）》，
认定 15 家南繁种业
CRO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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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 选 出 隆
望两优 889、吉
丰 优 1002 等 6
个海南好米重
点推广品种，培
育出屯昌猪、文
昌鸡等新品种
（配套系），选育
出 早 熟 荔 枝 、

“双色 1 号”火
龙 果 、“ 黄 金 1
号”百香果等新
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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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
科学院等国内 21 家顶尖农业
科研院所及高校分支机构入
驻崖州湾科技城，崖州湾科技
城已累计注册南繁企业达
2800 余家；涉南繁种业经营
主体收入总额突破 100亿元。

截至 2023 年底，引进南
繁领域海南省高层次人才
337 人，认定南繁领域人才
815 人（全职 682 人、柔性引进
133 人），设立 7 个院士工作站
和2个院士团队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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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耐 盐
碱水稻技术创
新中心、热带作
物生物育种全
国重点实验室
挂牌运行；全球
动植物种质资
源鉴定评价及
确权交换中心、
南繁育种科技
服务中心等项
目加快建设。

■ 本报记者 陈彬

南繁热土，“芯”潮涌动！
3月的南繁迎来收获季，众多科研

团队在基地里赶收种子材料，酝酿着更
多科研成果；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里，各
实验团队“揭榜挂帅”开展科研攻关，科
企深度融合，加速种业成果转化……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海南光热
条件适合农作物生长，全国主要农作
物品种中超70%都经过南繁培育，成
为名副其实的育种“加速器”，种业也
是海南重点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之一。
近年来，海南锚定南繁硅谷国家级种
业创新基地建设目标，聚焦“种源+种
业+种市”，全力推进南繁种业高质量
发展。作为“南繁硅谷”的重要组成部
分，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正加速建设，各
类科技创新要素不断集聚。

重大科研平台加快建设——国家
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热带作物
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运行；
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鉴定评价及确权
交换中心、南繁育种科技服务中心等
项目加快建设。南繁硅谷已建成全国

数量最多、空间最大、体系最全的生物
育种创新平台，成为种业产业链科技
创新标杆。

育种创新主体大量汇聚——中国
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国内21
家顶尖农业科研院所及高校分支机构
入驻崖州湾科技城，常年开展南繁科
研育种工作；围绕生物育种技术搭建
种业基础研究和应用型平台36个；截
至2023年底，引进南繁领域海南省高
层次人才337人，认定南繁领域人才
815 人（全职 682 人、柔性引进 133
人），设立7个院士工作站和2个院士
团队创新中心。

在科研力量的加持下，南繁科研
成果逐渐涌现。通过育种联合攻关，
筛选出隆望两优889、吉丰优1002等
6个海南好米重点推广品种，培育出
屯昌猪、文昌鸡等新品种（配套系），选
育出早熟荔枝、“双色1号”火龙果、

“黄金1号”百香果等新品种；金鲳晨
海1号、金虎斑等2个水产新品种通过
农业农村部审定。

如今的南繁育种，已贯通种子鉴
定、种质资源保存、基础研究等全过

程。这里孕育的新种良种，从实验室走
向大田大洋，从海南岛撒向全国各地。

南繁育种，同样也育企。企业是
发展现代种业的骨干力量，是否拥有
一批具备集成创新能力、适应市场需
求的种业龙头企业，一定程度上决定
了种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水平。

去年12月，中国中化、国机集团、
中粮集团三家央企围绕深化涉农领域
产业链建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9家
先正达集团旗下及创新链产业链上下
游的优势主体落户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集中入驻先正达集团旗下中国种
子集团有限公司新总部大楼。未来，
各产业主体将围绕科研创新、产业生
态和行业赋能等方面发挥各自优势，
融通带动种业产业链协同发展。

近年来，海南大力引进和培育种
业龙头企业，国投种业、中种集团、大
北农、隆平生物、九圣禾、舜丰生物等
种业龙头企业均已入驻，目前集聚在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的种业创新企业有
2800余家，涉南繁种业经营主体收入
总额突破100亿元；支持中国种子集
团有限公司、海南晨海水产有限公司

等5家种业企业入选国家种业阵型企
业。此外，积极培育种业发展新业态，
出台《海南省南繁种业合同研发组织
（CRO）认定管理办法（试行）》，已认
定15家南繁种业CRO主体，南繁服
务业主体进一步壮大。

种业“芯”动力澎湃，也离不开制
度集成创新的护航。我国首部促进种
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海南自由贸易
港促进种业发展若干规定》，围绕种质
资源保护利用、育种创新、境外引种通
关便利等领域加大创新实践；海南自
由贸易港农业植物新品种审查协作中
心的设立，将农业植物新品种受理时
间由1个月压缩至3个工作日，大大提
升了植物新品种权受理速度；海南自
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为植物新品种
案件提供司法保护。

新征程上，海南将加快建设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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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
发展种源、种业、种市等育种产业，助
力国家打赢种业翻身仗。

向种图强，海南步履铿锵！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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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充分利用气候温度优势，加快培育壮大种业,发展新质生产力

打造“农业芯片”加速“向种图强”

26.8 万亩南繁
科研育种保护区
高标准农田已全
面 完 成 ，乐 亚 片
区、陵水片区等田
间水利灌溉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

在三亚、陵水
和乐东划定 783 亩
南繁配套服务区
建设用地 ，约 8.8
万平方米已具备

“拎包入住”条件。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我们锚定打造海南自贸港科创
高地目标，围绕南繁种业、深海科技，
服务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以下简称科技城）管理局
常务副局长林海3月25日在接受海
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科技城坚持

“科技立城、产业兴城”并重，着力提升
创新能力、扎实推进产业培优，努力培
育差异化竞争优势，产业化发展步伐
持续加快，产学研融合互促取得实效，
全力夯实种业振兴的南繁根基。

2023年科技城实现新增注册企
业增长48.7%，园区新增授权专利增
长 49% ，技 术 合 同 成 交 额 增 长
300%。园区已引进中种集团、国投种
业、大北农、隆平生物、九圣禾等20余
家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和领先种业企

业，吸引中国农业科学院等12家科研
机构以及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
7家农业类高校研究院入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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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4人。

“种业发展是一个前沿技术突破进
而加速产业化的过程。”林海透露，科技
城探索种业产业发展新路径，坚持科研
先行，依托先期政府投资为主的“大平
台+大投入”，高标准完善科研配套，提
升创新创业服务保障能力，吸引“国字
号”科研院所的“大项目+大团队”，导入

“国家队”企业的“大资本+大产业”，提
升园区种业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能力；
全面优化提升营商环境，持续深化产城
融合，不断完善园区配套，着力提升住
房保障、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等基本公
共服务品质，用好“海南专项”支持政

策，厚植种业人才集聚发展优势。
林海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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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贯通产学研用一体化发
展创新链条，提升资源聚合效能，谋划
建设数十个政府投资科研平台，构建科
研仪器预约共享平台，密切产学研用协
同合作关系，初步形成“企业命题、院所
答题、市场评估”的成果转移转化机制，
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探索实践种
业科技大兵团作战、大协作攻关；着力
孵化种业CRO创新业态，加快构建商
业化育种体系，做大做强投融资信用主
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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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南繁种业重点布局的“一城、
一基地、一谷”三个区域，科技城今年
将进一步强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

统筹发展，在“注重朝产业化方向发
展”上迈出更大步伐，全力打造成为种
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园区。

林海表示，科技城将持续推动高
标准创新载体和高质量产业项目布局
建设，推动各个科研平台开展公共技
术支撑、开发应用、合作交流、企业培
育等工作，贯通种业创新链上下游，有
效促进创新、转化、应用一体化；稳步
提升南繁种业科研服务能力，完善种
业CRO服务体系，以对标国际领先的
生物育种技术创新为引领，强化主体
培育和服务标准化建设，打造全国前
沿育种技术服务输出高地；狠抓招商
落地，壮大南繁种业产业集群，支持国
投种业等入园经营主体实质性运营，
推动中种集团等国家种业阵型企业扩
大业务规模、构建产业生态。

（本报三亚3月25日电）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常务副局长林海：

全力打造种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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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奕霖

一粒种子，能迸发出多大能量？在
南繁硅谷，您或许能找到答案。

近日，2024 中国种子（南繁硅谷）大
会在三亚举行。这是中国种子大会连续
四年在三亚召开，也是连续三年沿用

“中国种业振兴 南繁硅谷崛起”这一主
题，从中可看出南繁硅谷在我国种业振
兴中扮演着不同寻常的角色。

2018 年、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
到南繁考察，十分关心国家南繁科研育
种基地建设。海南牢记嘱托，发挥自然
禀赋，深耕种业创新，加快推进南繁基
地建设。

尤其是去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
提出“新质生产力”以来，海南认真谋
划，提出利用“三度一色”比较优势、自
由贸易港政策和开放优势，培育壮大具
有海南特色的新质生产力。其中，“三
度一色”中的温度着眼的是“一粒种子”
的发展动能。凭借“温度”优势，实现

“向种图强”正是重要发力点。
海南致力做大南繁“种源+种业+种

市”，蹚“向种图强”新路，有何优势？又
该如何攀登种业高峰呢？

海南“种”有多重要？
我国已育成的农作物品种

中，有七成以上经过南繁培育

来自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科
研人员，带着从实验室培育出的节水抗
旱稻“样板苗”，不远千里来到南繁科研
育种基地“加代”。该中心副研究员刘
毅说，在上海，水稻一般一年一季，而如
果春节期间在海南插秧，四五月便可收
获一季。通过上海与海南的轮番种植，
一年就能“挤”出两季稻。

这背后是温度的加持。海南三亚、
陵水、乐东一带，地处北纬 18 度以南，年
平均气温约 25℃，阳光充足，热量充沛，
是天然的“育种场”。

20 世纪 50 年代，为提高粮食产量，
回答“谁来养活中国”这一问题，我国育
种专家一路向南，终于找到这里。此后
每年冬春季，大批农业科研工作者如候
鸟一般进入海南，进行农作物的加代、
繁育、制种。他们当中走出袁隆平、吴
明珠、李登海、程相文、周开达、郭三堆、
谢华安、盖钧镒等知名育种专家。我国
已育成的农作物品种中，有七成以上经
过南繁培育。

优越的光热条件 ，促成南繁育种
的先天优势。在此基础上，海南持续加
快基地建设、完善平台搭建，不断探索
机制体制创新，为南繁科研育种做好
服务保障，加快形成“向种图强”比较
优势——

在基地建设方面，国家南繁作物表
型研究设施等 16 个项目已完工并陆续
投用，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鉴定评价及
确权交换中心等13个项目提速增效；

在平台搭建方面，打造种业科技创
新主阵地——崖州湾科技城，推动热带
作物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等一批重
大科研平台相继落户，目前南繁硅谷已
建成全国数量最多、空间最大、体系最
全的生物育种创新平台；

在集群打造方面，推动中种集团等
种业龙头企业入驻。中种集团系首家正
式落户海南的种业央企，2021 年 10 月将
总部迁入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今年新总
部大楼将建成投用，江淮园艺研究所等
10 个种业战略性业务单元将进驻，纳统
收入有望达到 100 亿元。截至目前，崖
州 湾 科 技 城 累 计 注 册 种 业 创 新 企 业
2800余家，经营主体汇聚进一步提速；

在服务保障方面，划定 26.8 万亩国
家南繁科研育种保护区（含5.3万亩核心
区）实行用途管制，划定 783 亩南繁配套
服务区建设用地……

先天禀赋叠加后天“养成”，海南“向
种图强”有优势、有底气。

育种界“团宠”表现如何？
从单纯育种向种业全产

业链升级

如果说南繁硅谷是我国育种界“团
宠”，那么，这一“团宠”表现如何？有何
成绩单值得关注？

从“盆景”看，隆平生物技术（海南）
有限公司五年前进驻崖州湾科技城，创
业团队不足 10 人，注册资金 1000 万元，
如今团队达到 130 多人，公司估值超 40
亿元。

从“风景”看，近 5 年来，海南强化科
研软硬件条件保障，推进人才、科技、资
金和项目要素向南繁硅谷聚集。去年，

南繁种业产值突破
120 亿元，同比增长
了50%。

海 南 南 繁 坚 持
创新链、产业链、人
才链一体部署，从单
纯育种向种业全产
业链升级，现代产业
体系不断完善，为种
业振兴、培育新质生
产力打下基础。

坚 持 创 新 链 驱
动。高通量植物表
型平台沿轨道运行，
育种材料数据采集
效率大幅提升、信息
更 为 精 准 …… 科 技
创新是新质生产力
的核心，育种新技术
加速运用，推动更多

“好种子”在南繁硅
谷落地，也支撑着产
业 竞 争 力 不 断 提
升。同时，崖州湾科
技城打造科研公共
平台，促进种业产、
学、研一体化发展，
实现联合攻关，南繁
产业集群发展的效
应逐渐凸显。

坚 持 产 业 链 延
伸。一方面，崖州湾
科技城持续引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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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海南出台南
繁种业合同研发组织（CRO）认定管理
办法（试行），有效盘活先进的育种技术
资源。以 CRO 为核心的南繁现代服务
业，让更多新质生产力从科研机构流向
生产一线。

坚持人才链支撑。崖州湾科技城强
化顶层设计，深化产学研用融通创新，
通过发放人才补贴，实施“揭榜挂帅”等
措施，截至 2023 年底共引进南繁领域海
南省高层次人才 337 人，认定南繁领域
人才 815 人，设立 7 个院士工作站和 2 个
院士团队创新中心。

当前，海南南繁已集聚一批种业创
新科研单位和企业，建设一批种业创新
重大平台，形成了一批国际领先的科研
成果，产学研一体化的种业创新发展体
系正在加速构建。

海南“种”如何再攀高峰？
锻长板、补短板，因地制

宜向“新”发力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副院长万建民
认为，目前，我国种业还存在前沿育种
技术原创性不足、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尚
未形成、种业市场发展滞后、现代高效
的种业创新体系尚需进一步完善等问
题。

1 月底，《国家南繁硅谷建设规划
（2023—2030 年）》（以下称《规划》）发
布，描画出南繁硅谷未来的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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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

如今，南繁硅谷“向种图强”机遇“涌
动”——

机遇来自中央的大力支持。《规划》
对南繁硅谷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南繁硅
谷规划是南繁基地规划的升级版、加强
版，随着硅谷规划的实施，种业振兴的
南繁根基将会更加牢固。

机遇来自自贸港政策优势。《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指出，“发挥国
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优势，建设全球热
带农业中心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
中转基地。”这为“海南种”种质资源保
存、交换、贸易、共同科研、合作开发等
提供了更好平台、更大空间。

海南“向种图强”基础坚实，目标明
确，势头强劲，锻长板、补短板，因地制
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定能将蓝图早
日变为实景图，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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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今年1月，在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圃，
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前（右二）和科研人员进行
交流。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②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种业专业研发外包
服务公共平台（CRO）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利
用自动化设备对种子进行核酸提取。

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③三亚南繁基地内，育种专家查看授粉期
玉米材料的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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