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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名“帅”才，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沈荣
鑫迎来科研生涯的新挑战。告别了传统科研“各
自为战”“关门搞育种”，他需要带领4个来自不同
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团队围绕“水稻花时调控、柱头
外露及高产基因的挖掘及新种质创制”开展研究。

“项目科企合作，针对市场所需的种业‘卡脖
子’关键技术难题开展攻关，项目责任人任‘帅’自
行组队，分阶段‘里程碑’式考核，只关注成果企业
是否用得上、对市场是否有影响。”沈荣鑫感叹道，
新模式颠覆了传统科研的行为模式和考核模式。

这个被科研人员所热议的科企合作新模式，
是我省于2022年创新推出的企业“揭榜挂帅”项
目体系。中种集团、华大基因、九圣禾等国内一
流种企携手海南省种业实验室，建立以企业为主
导，整合院校、企业的“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品
种创制—产业化开发”等为一体的创新资源，创
建集思广益、机会均等、能力优先、结果导向、成
果兑现的开放创新模式，让种业科研成果加速

“跑”进市场。
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依托企业的科技创新主

体地位，我省不断加快多个领域种业科研成果的
转化应用。

围绕种业保、育、测、繁、推展开布局，通过建
立“校企产学研”合作机制，支持南繁科技力量围
绕海南热带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的关键技
术问题攻关；支持推广体系加快本地需求的南繁
成果就地转化；建设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基地，
为南繁新品种、新技术提供“首引、首推”平台；支
持南繁新品种在本地推广，为海南本地农民带来

“首种”优势，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019年以来，我省连续举办6届“海南好米”

评选活动，共评选出28个金奖品种，其中13个品
种已通过审定或引种备案，可以在海南推广应
用。此外，通过遴选出一批高产优质水稻品种，
作为我省农业主导品种进行发布，提高了高产优
质品种推广率。

通过推进热带果蔬规模化种植，目前全省推
广带动种植热带优异果蔬30余万亩，占全省水果
种植面积的10%以上，平均亩产增收2万元以上，
年可新增产值30多亿元。如省农科院参与培育
的荔枝新品种“桂早荔”，可提前到2月份上市，推
广面积已达1万亩；榴莲种植面积4万多亩，主要
分布在三亚、保亭、乐东、陵水等市县，2024年全
省约4000亩榴莲开花挂果，总产量约200吨。

从事热带优异果蔬资源引进、新品种培育、标
准化生产的市场主体不断涌现。海南优旗农业已
经在三亚、乐东、保亭和陵水进行榴莲种植1.2万
亩、在三亚建设榴莲加工厂、仓储物流基地、优旗大
嘴鸟榴莲共享农庄等；琼海世界热带水果之窗、保
亭七仙岭全球热带水果博览中心开园运营；海南金
岛庄园生态农业开发公司在乐东、琼中、澄迈、东方
等基地种植金椰子、燕窝果等热带作物5200余亩。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
司、海南晨海水产有限公司、海南（潭牛）文昌鸡股
份有限公司、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4家农业领域领军企业分别成功获批农业农村
部水稻玉米生物育种重点实验室、热带海水鱼种
质创新与利用重点实验室、文昌鸡育种与养殖重
点实验室、天然橡胶加工重点实验室，我省科技企
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省将坚持“向种图
强”，着力培育发展现代种业产业集群，夯实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基础，不断加快农业强省建设。

（本报海口9月30日讯）

海南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种业振兴，不断引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向种图强，服务“国之大者”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彬

农业现代化，种子
是基础。

2024 年是新中国
成立75周年，也是海南
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攻坚
之年。海南省农业农村
厅坚持贯彻科技创新引
领热带特色农业高质量
发展理念，加快培育具
有海南特色的新质生产
力，充分利用好海南自
然资源优势和自贸港政
策优势，扎实推进南繁
硅谷建设，夯实种业振
兴行动基石，不断引领
海南现代农业高质量发
展。

夯本固基 |
南繁硅谷建设助力种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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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标准南繁科研育种基地逐渐成型——
26.8 万亩南繁保护区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5000余亩生物育种专区投入运行，8.8万平方米
南繁配套服务区具备“拎包入住”条件，为生物育
种研究试验提供有力设施保障。全面提升耕地
地力、基础设施、智能化和配套服务区水平，保护
区达到了“路相连、渠相通、旱能灌、涝能排”的建
设标准，较好满足了南繁单位的发展需求。

多个重大种业科研平台加快建设——崖州
湾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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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创新利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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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国内23家
顶尖农业科研院所及高校分支机构入驻三亚崖州
湾科技城，实现由南繁季节性生产向常年开展南繁
科研育种工作转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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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共认定南繁种业相关领域人才
1178人，其中全职人才1087人，柔性人才91人；
南繁种业相关领域海南省高层次人才480人，设立
7个院士工作站和2个院士团队创新中心。

一批种业科技创新市场主体加速汇聚——依
托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初步构建起“科研+企业”双动
能发展格局，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国投种业科
技有限公司等一批头部种业企业设立总部或分支
机构，累计注册种业企业3000余家，认定南繁种业
CRO企业15家，建立公共服务平台、孵化器共享
试验平台16个。当下，“南繁硅谷”建设正向“新”
发力，南繁种业产值从2022年的83.54亿元增长
至2023年的120亿元，2024年有望再创新高。

种业“芯”动力澎湃，也离不开制度集成创新
的护航。我国首部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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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海南省支持种业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措施》，出台品种推广后补助、企业并购重
组等扶持政策，最高奖励补贴可达到1000万元。

建设崖州湾科技城知识产权特区，设立中国
（三亚）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知识产权特区审判庭、
农业植物新品种审查协作中心，建立专利、商标、
版权、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五合一”知识产权快
速保护机制，知识产权审查周期大幅缩减；印发
《海南省农作物种子调运管理工作方案》，首次实
现我省种子主管部门与交通运输、邮政、铁路、机
场等单位共同规范南繁种子进出岛调运管理。

继2023年实现黄鳍金枪鱼国内首次人工养
殖后，陵水黄鳍金枪鱼海上养殖示范基地今年又
成功实现了人工产卵孵化；

苏眉鱼和红瓜子斑于去年在海南同时实现
全国首次人工繁育，如今，红瓜子斑人工养殖已
在我省初步实现产业化；

今年7月，我省“东星斑（豹纹鳃棘鲈）人工家
系构建”成果通过现场验收，标志着国内首次建
立东星斑全人工家系技术，为东星斑新品种的选
育奠定良好基础。

一个个全国“首次”，折射出海南在渔业种业
科研领域的“硬核”实力。近年来，省农业农村厅
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渔业往“三个走”的战略部
署，集中资源力量，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能，大力
发展水产种业、深远海养殖等，推动渔业转型升
级和高质量发展，全省渔业取得较好发展成效。

筑牢“蓝色粮仓”，渔业良种是关键。我省聚
焦“三鱼一虾一螺”（石斑鱼、金鲳鱼、罗非鱼、南
美白对虾、东风螺）做大热带特色种业，培育壮大
水产种业主体规模，依托科研力量和“南繁硅谷”
等科研平台，推动水产种业科技创新和联合攻

关，进一步提升海南水产种业的市场地位和核心
竞争力，一大批国内知名科研院所、重大基础设
施平台不断聚集。

中国水产科学院南海所、东海所、淡水中心
相继在海南建立科研基地，在文昌建设渔业创新
研究中心；中国海洋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
也陆续落地三亚南繁科技城，省内拥有海南大
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
院等专业高校院所；林浩然、朱作言、包振民、陈
松林等院士团队在海南开展水产种业科技攻关
合作，陈松林院士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挂牌院士
工作站，在万宁成立院士创新平台，形成了强有
力的科研智力支撑体系。

全省开展南海渔业资源“三库”建设，完成了
省内12个主要水产养殖种类种质资源的鉴定评
价；国家级和省级水产原良种场达40多家，建成全
球家系最全的罗非鱼种质资源库和全国唯一的国
家级石斑鱼水产原良种场，石斑鱼亲本保有量占
全国的95%，金鲳鱼亲本保有量占全国的85%。

除了水产种业，近年来，我省通过加大科技攻
关力度，在多个领域的种业创新均实现新成效。

在农作物领域，发现海南毛桃、永兴168964棉
花，并分别列入2018年、2020年全国十大优异资
源。培育筛选112个具有海南特色的系列新品种
（品系），审（认）定通过177个热带作物新品种，
2021年以来全省累计获得321个植物新品种授权。

选育出高抗和高耐枯萎病的“中热1号”“热科
2号”“宝岛蕉”等香蕉新品种，在我国大面积推广
应用；选育的油棕品种“热油6号”是我国首个年亩
产油量超过200千克的可供大面积推广使用的油
棕优良品种。

在畜禽领域，新发现儋州鸡、三沙中蜂等遗传
资源；文昌鸡遗传资源开发利用已列入全国十大畜
禽遗传资源转化案例；以文昌鸡遗传资源为基础，
培育出“潭牛鸡”配套系，成功打造产值超过百亿元
的文昌鸡产业集群。开展屯昌猪育种联合攻关，培
育“椰岛黑猪”配套系，推进黑猪品种改良创新。

在今年国家召开的“科技三会”上，海南多项
成果获奖，其中《耐寒抗风高产橡胶树品种培育
及其应用》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猪
基因组选种选配技术体系创建及应用》项目获国
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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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隆平生物实验室内，科
研人员忙着育种玉米、大豆。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

陵水黄鳍金枪鱼海上养殖
示范基地工作人员展示黄鳍金
枪鱼。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琛 摄

位于乐东志仲镇保显村的
一家榴莲种植基地内，工作人员
察看榴莲长势。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

科技攻关 | 多个领域种业创新实现突破

需求导向 | 加速种业科研成果转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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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位于三亚国家水稻公园的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