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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造中国蔬菜种业硅谷
种业是蔬菜产业核心，种业强则农业强。为打破国外种子垄断局面，山东省寿光市通过“内培、外引+扶持”，全力

打造中国蔬菜种业硅谷。近年来，市财政用于扶持蔬菜种业发展的资金累计达3亿元，培育了寿光蔬菜种业集团、三木

种苗、新世纪种苗、永盛农业、鲁寿种业5家种业龙头企业，金百利、鲁盛等29家潍坊市标准化种苗繁育基地，从事蔬

菜育苗的单位发展到401家，种苗年繁育能力达到17亿株，产值10亿元。国产蔬菜品种占有率已经达到了70%以上，

让寿光蔬菜从“根上”实现了“寿光造”。

近日，记者来到古城街道西范
村，在村民范庆军的番茄大棚里，
大大小小的番茄挂满枝头，长势喜
人。范庆军随意掰开一个熟透了的
番茄，充沛的果汁，饱满的果肉，
让人垂涎三尺。记者注意到，这些
番茄摸上去要比普通的番茄硬很
多。“这些番茄用的咱寿光自主研
发的种子——宝禄316号，其特点
是有硬度、耐运输、产量高、口感
好、收益多。”范庆军说。

国产种子的研发应用得益于寿
光市大力培育本土育种企业。目
前，寿光市正努力构建育种研发到
种子加工、种苗繁育推广的全产业
链，全力打造拥有蔬菜产业自主知
识产权的“中国芯”。

数年间，不少本地育种企业迅
速发展。寿光市三木种苗有限公
司董事长刘树森曾做过多年国外
种苗代理商，在政府支持下，他
们自主研发的粉番茄、红番茄、
鲜食大辣椒等种苗逐渐和国外种
苗相媲美。

冬日午后，温暖的阳光照射进
大棚里，刘树森站在辣椒新品种试
验基地里，正在查看辣椒的长势。
由于常年扎根在大棚里，他的脸被
晒得黝黑。据刘树森介绍，试验基
地里的辣椒新品种繁多，包括已推
向市场的欢乐、长松、长欢等成熟
品种，也有尚未命名的新品种等。

“这些辣椒产量高，高抗病毒，易
于栽培，推向市场后，将给菜农带
来更多的经济收入。”

寿光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副主任董甜表示，国外品种有个特
点，你品种没有优势时，他的价格
就很高，但只要你的品种质量超过
他，他们立马降价，跟你竞争。

“经过十年的积累，我们从
2018年开始就和国外的所有代理
中止了代理协议。”几年前，刘树

森和团队自主研发的新品种陆续问
世，且质量与国外品种旗鼓相当。
当年外国公司的番茄种子卖五百多
元钱一袋，刘树森自主研发的新品
种卖到经销商手中只要 150 元左
右，每年为老百姓节省购种成本
2000万元至3000万元。

如今，刘树森的团队已自主选
育瓜菜新品种260个，其中新品种
保护 50 个、国家品种审定 4 个、
国家品种登记15个……“蔬菜种
子产业竞争激烈，没有一个品种能
种万年，因此必须不断研发,把更
多的新品种投向市场，让更多的菜
农受益。”刘树森说。

为突出企业在蔬菜种业研发中
的主体地位，寿光市自2012年开
始，相继出台蔬菜种业发展扶持政
策，拿出专项资金进行重点推动。
2020 年，在前期探索的基础上，
市政府对扶持政策进一步优化，加
大了扶持力度和范围，从育、繁、
推三个方面进行全方位扶持，特别
对蔬菜种子企业和科研机构在新品
种选育、育种研发用地拆迁、基础
设施配套、繁育加工推广扶持、种
子种苗展示交易、公益性服务平台
建设、“双招双引”等方面给予重
点扶持。

让老百姓种上自主研发的种
子，离不开新品种的展示。自2013
年以来，寿光市连续举办了十一届

“中国（寿光）设施蔬菜品种展”。
2020年，在全国上下奋力夺取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的关
键时刻，2020中国（寿光）国际蔬菜
种业博览会与第二十一届中国（寿
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在网上同
期举办，展示405家科研机构的蔬
菜新品种4000多个。通过品种展示
范推广，寿光市国产种子市场占有
率逐年提高，目前已由 2010 年的
54%提升到70%以上。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要开展种
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农业农村部强调从种源的‘卡脖子’问题解决，
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建设种质资源库。目前寿光
市已经有四家企业建设了种质资源库，每家企业的
种质资源都在5000份以上，有些企业达到万份以
上。”市种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范立国跟记者说道。

近年来，围绕推进国家蔬菜种业基地建设，寿光
市规划建设了占地138亩的国家现代蔬菜种业创新
创业基地研发中心，市财政投资1.2亿元建设公共
服务中心，吸引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天津
德瑞特等6家科研单位入驻。带动蔬菜种业集团等
多家企业，与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中国农
大、东北农大等10多家科研院校开展合作共建，其
中蔬菜种业集团与华中农大、中国农大合作，投资
3600多万元建设了分子育种实验室和育种基地。

种子是蔬菜产业的芯片，蔬菜产业向高端提升，
种子标准的优化提升十分关键。在全国质量标准中
心的分子育种实验室，蔬菜产业控股集团总农艺师
潘子龙向记者介绍了分子标记技术的应用原理：

“简单来讲，就是利用分子标记与决定目标性状基
因紧密连锁的特点，通过检测分子标记，即可检测
到目的基因的存在，从而达到快速、准确选择目标
性状的目的。”据他介绍，以前往往需要作物成熟
后，才能判断是否具备抗病等优良特性，而有了分
析标记技术，植物在育苗阶段就已经可以实现优良
性状的辨别，大大提高了种子选育速度，目前已经
有十余种抗病害特性都能通过这种技术提前识别。

据介绍，以前育种工作主要有科研院所完成，
现在实验室直接建到企业，育种目标更明确，成果
转化也能更快。潘子龙表示，寿光达到了一个先进
的育种水平，育种的成本和价格比国外品种低很
多，种子的生产和研发，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种业竞争关键还在人才，近几年，寿光市先后
出台精英人才创业计划、双百计划等 20多项政
策，支持农业领军人才创新创业。目前，与寿光农
业领域合作的两院院士有 9人、千人计划专家 5
人、省泰山学者和泰山产业领军人才10人。尤其
是2019年两家国字号研发平台落户寿光之后，带
动了寿光市育种研发能力的大幅提升。仅 2020
年，就有 71个品种被农业农村部拟授予新品种
权。围绕推进国家蔬菜种业基地建设，寿光市规划
建设了占地138亩的国家现代蔬菜种业创新创业基
地研发中心，吸引科研单位入驻，带动多家种企与
科研院校开展合作共建，强化创新驱动，增强国产
种业发展后劲。

寿光市副市长刘伟说：“中国农科院在寿光建
立了中国农科院寿光蔬菜研发中心，而研发中心很
重要的一个研发方向就是蔬菜育种。寿光是中国蔬
菜产业的主战场，寿光的一些蔬菜种子，在国内都
是领先的品种。通过和十几家科研院所展开合作，
这些品种逐步可以把国外的品种进行替代，对民族
蔬菜种业的发展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下一步，寿光市将围绕国家现代蔬菜种业创新
创业基地建设，以培育重点种子龙头企业为核心，
加大招院引所、招才引智力度，加强政策扶持，整
合优势资源，加大科技投入，加快构建以产业为主
导、企业为主体、基地为依托、产学研相结合、

“育繁推一体化”的蔬菜种子产业体系。力争到
2022年，自主研发蔬菜品种达到100个以上，培
育具备影响力的“育繁推一体化”蔬菜种子企业，
将寿光打造成中国蔬菜的种业硅谷。 本报记者

寿光市副市长刘伟与中国农科院寿光蔬菜研发中心研发人员进行交流

本土种企“断臂求生”
国产种子市场占有率达70%以上

搭台唱戏 筑巢引蝶
解决种源“卡脖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