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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正达集团中国的南繁育种基
地数字化升级项目、荃银五星种业有
限公司、先正达生物育种产业培训中
心、MAP中化现代农业海南分公司
等9家先正达集团旗下及创新链产
业链上下游的优势主体入驻；CRO
实验室等行业赋能集群持续进驻；关
联企业荃银五星主营种子出口业务
实现落地即投产，已成为菲律宾最大
杂交水稻种子供应商……我省首家
种业央企中国种子集团落户科技城
后，“南繁硅谷”产业集聚加快。

截至目前，科技城已引入中国种
子集团、国投种业、隆平生物、九圣禾
等一批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和种业科
技领先企业，国内种子销售20强企
业已有7家落子科技城，集聚百余家
种业生态圈企业。

“今年是隆平生物创业第一个五
年的收官之年，隆平生物的创新产品
LP026及其庇护所顺利通过安全评
价，获得了农业农村部颁发的生物安
全证书。”在科技城从零起步，隆平生
物技术（海南）有限公司创始人透露，
在科技城的扶持下，企业规模从最开
始的不到10人发展到如今的130人；
已获得国内外授权发明专利93项，国
外授权发明专利涵盖了澳大利亚、印
度、加拿大、美国等国家，获得PCT国
际公布6项，商标注册17项；与100
多家下游种业公司和科研院所的广
泛合作，开展了1100多个材料的回
交转育工作，背景覆盖玉米的全国各
主要产区；企业在智能育种、植物合
成生物学、种业育繁推一体化等领域
成立了多家分子公司。

聚链成群，科技城吸引“国字号”

科研院所的“大项目+大团队”、“国
家队”企业的“大资本+大产业”，主
导产业集群正加快培育，助力“种
源+种业+种市”南繁产业发展壮大。

不用顶着烈日到处奔波看地，不
必亲自调查土地地力情况，坐在办公
室里，填写相关材料，鼠标轻点，三亚
崖州湾国际农业科技孵化器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张博成功租用了三亚市
崖州区高地村40亩南繁用地。不仅
是网上租地，如今在三亚，目前能提
供种业CRO服务的60余家企业可
以覆盖种业产业链全流程。

围绕南繁种业产业发展需求，科
技城在全国首创南繁种业CRO模式，
建设南繁服务站，打造智慧南繁CRO
综合服务平台，逐步形成实验室育种、
田间育制种、辅助检验测试与知识产
权保护等种业CRO业态，推动南繁服
务信息资源集聚化、平台化、统一化，
已在全国率先形成覆盖育制种全环节
技术服务的种业CRO业态。以种业
CRO模式为核心，“构建种业研发服
务体系”已于11月15日入选海南自贸
港第十八批制度集成创新案例。

科技城有关负责人表示，按照“强
龙头、延链条、建集群”总体思路，园区
扎实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加速主导产
业聚链成群，推动优质企业集聚发
展。优化完善南繁种业、深海科技产
业图谱，聚焦主导产业与生命科学、数
字经济交叉融合领域，梳理各细分链
条重点招商企业及研发机构，精准发
力推进产业链招商，贯通研发与应用
加快产业化进程，努力朝产业化方向
迈出更大的步伐，现代种业入选全国
百个质量强链重点项目。（撰文/肖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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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州湾实验室科研团
队选育的耐盐碱大豆新品
种平均亩产超过 300 公
斤，远超当前大豆我国150
公斤和美国225公斤的平
均亩产；

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
创新中心精准大田耐盐性
鉴定试验的34个品种在全
生育期5‰盐水浓度下，最
高亩产达327.2公斤，比对
照增产64%；

三亚崖州坝头基地
内，“京粳香8号”粳稻新品
种在琼首次种植亩产突破
1100斤，有望填补琼岛粳
稻推广种植的空白……

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
生存的根本性问题。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以下简称
科技城）牢记“国之大者”，
围绕“南繁”“深海”国之大
者，聚焦种业重点领域精
准施策，持续提升科技创
新能力，不断推进产业培
优育强，扩大国际交流合
作，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
在自己手中。

11月28日，在位于科技城的我国首
个室外大田条件下周年全时、多盐度、规
模化耐盐碱水稻专业化科研试验基地
内，新一年的南繁又开始了，国家耐盐碱
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艾治勇也进入
到连轴转的状态。

“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崖
州湾总部科研试验基地2024年1月正式
建成投入使用，是集基础研究、种质创
制、品种选育、品种鉴定、示范展示、科普
宣传等功能于一体的水稻耐盐性周年全
时多盐度精准鉴定平台，年精准鉴定能
力达10万份以上、年品种测试规模达1
万份以上。”艾治勇透露，该中心今年还
成立了耐盐碱水稻产业联合会，连接耐
盐碱水稻产业链的上中下游，打造产业
集群，计划到2030年孵化与服务耐盐碱
水稻及相关产业企业50家以上，培育年
产值过亿元的行业领军企业 3 家至 5
家，全力推动“亿亩荒滩变粮仓”。

如今，随着科技城种业科创高地的
崛起，传统的南繁种业有了更多的新气
象。

以2022年 9月崖州湾实验室揭牌

成立为标志，科技城已落地国家耐盐碱
水稻技术创新中心、热带作物生物育种
全国重点实验室等37个省部级及以上
科创平台，其中国家级平台5个，逐步形
成由“国字号科研院所+双一流高校+本
省科研机构”构成的多层次、多元化、互
补型科研创新体系；8个院士工作站、2
个院士团队创新中心、3095名高层次人
才在崖州湾畔开展种业“卡脖子”技术攻
关。

坚持“科研先行”，园区充分发挥筑
巢引凤作用，先后立项87个科研平台项
目，崖州湾实验室科研楼、国家南繁作物
表型研究设施、深海化合物资源中心等
62个“陆、海”和生命科学领域创新载体
建成投用；建成全球最大的国家野生稻
种质资源圃，成立园区仪器设施管理联
盟，1512台/套仪器设备全流程管理服务
和共享共用，海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着
力构建全省领先的智算资源集群，国内
首个种业大语言模型“丰登”等一批集成

“生物技术（BT）+大数据技术（DT）+人
工智能技术（AI）”的智能育种设施设备
投入使用，科研攻关有了强有力的“硬支

撑”。
创新制度设计筑巢引凤，19家高校

院所在园区开展人才培养和科研工作，
科技城携手6489名“海南专项”学生探
索“园区+科研+教育”海南模式，加快推
动科教融汇、产教融合，为科技创新和产
业发展储备高水平人才资源；“崖州湾
杯”研究生创新创业大赛等有效挖掘培
育了一批贴合种业和深海科技产业发
展、具备较强技术突破性和产业化能力
的原创性、科技类、创新型创业项目，把
人才优势向新质生产力转化。

科技城有关负责人表示，结合自贸
港开放优势、政策优势和“三度一色”比
较优势，科技城加大科研支持服务力
度，增强园区种业科创实力，努力推动
南繁科研育种由季节性加代繁育向常
年种子研发转变，由单纯育制种向种
业全产业链转变，由分散科研向集群
协同转变，由南繁事业向南繁事业与
产业并举转变，“南繁硅谷”建设蹄疾
步稳，截至2024年上半年园区南繁科
技成果转化合同登记 129 项，技术成
交额1.42亿元。

面对“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被
誉为农业“芯片”的种子被寄予厚望，种
业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源头，解决吃饭问
题，根本出路在科技。

小小一粒种子，如今在科技城实现
了精彩的蝶变。

2322个植物新品种亮相崖州，中科
盐4号、南粳盐1号等11个品种已通过
审定并开始产业化，耐盐杂交稻新品种

“菁两优3261”兼具耐盐性好、米质优、
抗性好等优点，即将成为南方滨海盐渍
地的主导品种；“菁两优3261”在海南乐
东等地测产突破每亩400公斤；“新稻
36号”在新疆重度盐碱地上实现我国首
个万亩耐盐碱水稻示范亩产突破570公
斤；“百千万示范工程”在江苏盐城、黑
龙江大庆等地频传喜讯，耐盐碱水稻新
品种的不断推出，越来越多白花花的盐
碱地变成了绿油油的丰产田。

入园科研机构攻关黄鳍金枪鱼人工
养殖技术，首次实现黄鳍金枪鱼人工产
卵，人工繁育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陈松
林院士工作站实现红九棘鲈苗种批量人
工繁育，已繁育鱼苗20万尾；水产种业
是南繁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全国
的石斑鱼种鱼保有量海南占比95%，金
鲳鱼种鱼保有量海南占比85%，向种图
强、向海图强，再造一个海上海南有了更
坚实的抓手。

聚焦打造国际研发之城，科技城用
好制度创新这把“金钥匙”，敢为人先，
大胆闯、大胆试，佳音频传。

“我们刚携手中国种子集团发布第
二期揭榜挂帅榜单，10个立项项目吸引
35个合作团队参与。”海南省种业实验
室产业促进部负责人夏勉说，该实验室
从2023年开始探索携手中国种子集团、

华大基因、九圣禾等国内一流种企设立
揭榜挂帅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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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建立了“企业出题、院所出
智、利益共享、成果反馈”的运行机制。

目前，首批科企揭榜挂帅的27个项
目，超过70家科企共同参与，目前已在
生物育种产业化方面实现突破，玉米、
大豆、蔬菜等主要品种以及智慧育种等
方面创制取得新进展，已申请专利 16
项、软件著作权3项、受理品种权9个、
已审定品种6个、发表SCI论文3篇，加
速培育海南种业新质生产力。

“生物育种是新事物，市场接受有个
过程。创业前两年各处奔波收集的各类
交通票，都能烧开两壶水。”隆平生物技
术（海南）有限公司创始人感叹道，“科技
城敢携手企业向‘新’而行，努力跑赢生
物育种产业化新赛道的‘冲刺赛’。”

面对生物育种这一全新的课题，科
技城谋定而后动，迅速联合多部门扎实
推进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5040
亩生物育种专区建成投用，已有60家南
繁单位获批在专区开展田间试验，涉及
大豆、玉米、水稻、棉花等作物，加快推进
生物育种产业化步伐；全球动植物种质
资源引进中转基地首创实施“进境植物
繁殖材料特许审批新模式”，着力打造效
率最高、程序最简、生物安全最有保障的
种质资源进出境通道，800多批次动植物
种质资源的高效引进，有效推进育种创
新成果的产业转化和价值释放。

更多的创新在崖州大地徐徐开展。
围绕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科技城高

标准建成三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挂
牌设立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海南分中心，
积极推进农业植物新品种审查协作中
心、国家林草植物新品种崖州测试分中
心等国家级知识产权功能性平台落地
运行，逐步健全专利、商标、版权、地理
标志、植物新品种“五合一”综合管理体
制，极大提高知识产权授权速度及便利
化程度：发明专利审查周期从以往的
18.5个月平均缩短至3—6个月；实用新
型专利审查周期从9个月缩短至1个月
以内；外观设计专利由 8 个月缩短至
7—10个工作日；农业植物新品种受理
时间由1个月压缩至3个工作日。

针对种业人才汇聚的重点问题，园
区支持三亚海洋实验室、中国农业大
学、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高水平科研
教学主体设立博士后工作平台，完善青
年科技创新人才选拔培养机制；依托珠
崖毓才院构建“人才枢纽港”，协同崖州
湾实验室、中科院深海所、浙江大学、华
大基因等园区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系
统实施“订单式”人才培养项目；与省南
繁管理局等单位共同组织开展南繁“种
农”系列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国际人才
工作站”“人才单一窗口”“港澳台侨服
务工作站”等人才服务站点建设，全面
营造有利于海外科技人才来华发展的
良好环境，让八方英才汇聚崖州湾成为
新潮流。

科技城有关负责人表示，科技城放
大“三度一色”优势，不拘一格广招人
才，加快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突破，
加强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育种创
新，持续集聚创新资源，打造原创技术
策源地，助力种业振兴，为中国粮食安
全提供保障。

种业科创实力不断提升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南繁种业向新图强
种业产业集群加快培育种业科研平台持续上新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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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开展种子实验。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 肖皇 摄

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开展种子实验。

崖州田洋里的水稻新品种迎来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