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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真、细菌；杀死棵根结线
虫；除杂草；抗重茬；杀地下害
虫；对姜瘟、癞皮、烂脖子、蔬
菜烂秧、病毒、死棵有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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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真、细菌，根结线虫，抗

重茬，清除病根、生新根，延长

衰老期，对姜瘟、癞皮、烂脖子、

蔬菜烂秧、病毒、死棵有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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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保护体系 强化创新利用
推进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

随着我国种业的发展及参与国际
竞争的深入，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愈
加得到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下决心
把民族种业搞上去”的重要指示，就
要求我国重视民族种业的种质资源，
在广泛地参与国际国内竞争的背景
下，保护我国民族种业的独立性。因
此，在《意见》中，第一部分、第一
条都是关于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

在健全保护体系方面，《意见》首
先提出强化农作物、林草、畜禽、水
产等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建设。可见在
种质资源保护上，不仅仅有农作物，
而是覆盖了整个农业产业。同时，加
强种质资源普查、收集、登记、入
库。

创新利用也是种质资源保护的重
要方面。《意见》要求科技厅、农业农村
厅等部门推进建立种质资源鉴定评
价、创新利用的技术体系和标准体系，
发掘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并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关键功能基因，创制目标性
状突出、综合性状优良的新种质和育
种材料。建立主要动植物品种的基因
型-表现型数据库。

明确方向
创新育种科技 聚焦新品种攻关

未来的市场上需要怎样的品种，
育种应当向着什么方向，如何全方面
推进育种，这是行业非常关心的话
题。《意见》 为将来一段时期的育种
明确了方向，提出在主要农作物方
面，重点培育“优质专用、绿色高
效、抗逆性强且适宜机械化”的新品
种，优质强筋小麦、机收粮饲玉米、
优质耐盐水稻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绿色果蔬方面，重点培育“高产、
优质、专用、多抗、耐贮运”且生产
性状优异的高端设施蔬菜品种和果树
品种，苹果、葡萄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马铃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优
势畜禽方面，重点培育“生长快、品
质优、抗病力强、繁殖力高”且具有

自主种质基础的生猪、家禽等新品种
（系）。在生态林草方面，大力挖掘兼
具生态改良与经济价值的重要特色、
特异林草新品种。在特色水产方面，
重点培育“名优、抗逆、生产性能
好”的水产新品种。在专用微生物方
面，重点创制目标性状突出的食用
菌、食用微生物、工程菌等种质，培
育选育适宜工厂化、产业化的系列微
生物新品种。《意见》 同时提出到
2025年，育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
破性新品种100个。

当前及未来的种业发展中，生物
育种无疑占有重要地位，而一些“卡
脖子”的关键技术，则成为我国生物
育种发展亟需突破的方面。为解决此
问题，《意见》 强调加强生物育种基
础理论研究和前沿生物技术应用，重
点对生产用动植物的相关重要性状的
调控机理和遗传机制进行研究，并综
合运用前沿生物技术和常规育种手
段，建立、完善生产用动植物杂种优
势利用新途径与新方法。根据 《意
见》，组学、全基因组选择、基因编
辑等技术在育种中的应用都将得到加
强，从而推进建立更加现代化、精准
化的育种技术体系。

在信息化的大潮下，如何将信息
技术与现代育种相结合？《意见》 为
这一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措施，如
加快光谱成像技术的研发应用、加强
图像数据新算法研究、提高表型鉴定
的精度和速度等。近年来物联网、大
数据、5G、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
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进步，《意见》
提出将这些技术手段逐步应用到育种
之中。

此外，发挥国家级创新平台作
用，加快省级相关领域重点实验室重
组，推动重点实验室开放，加强国内
外科技合作，也是育种体系构建的重
点。而针对种业企业，则需要探索建
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
研协同、育繁推一体的育种创新体
系，建立健全要素跟着市场走的“公
司+研发平台+研发团队”协同创新机
制，瞄准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关键需
求，实施重大品种联合攻关。

培植现代种业的“参天大树”
提升品种评价和认定水平

作为种子行业的市场主体，种业
企业在实现现代种业进步上扮演着重
要角色。针对培育壮大种业企业，
《意见》 从政策、资金投入、合作共
建、扶持龙头等方面着手，提出了未
来的阶段目标。比如，《意见》 明确
支持种业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共
建新型研发机构，建立一批商业化育
种中心，进而成长为农业高新技术企
业。并提出到2025年，育繁推一体化
企业达到50家以上，10家企业进入
全国同行业前50强。针对良种繁育基
地建设，则要求扶持优势种业企业、
探索完善制种保险政策、加快一系列
重点科研基地建设等。种业企业的国
际合作也得到了鼓励和保护，种业企
业可以建立海外研发机构、种业基地
或并购国外科技型种业企业、研发机
构，联合建立育种研发中心和良种繁
育基地，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种业的
国际竞争力。

提升品种评价和认定水平，有助
于推动品种的更新换代，构建健康有
序的市场环境。有关部门正逐步完善
品种审定、登记和认定管理制度，从
而更加精准高效地筛选优良品种。随
着省、市、县三级种子质量检测体系
的健全，区域性种子质量检测站的建

设，多部门联合执法、严格监管下，
市场环境的健康也将得到切实的维
护。

探索多元化投入 健全风险保障
成为种业发展的健全后盾

种业的可持续发展，少不了政策
方针的有力支持。在《意见》中，山
东省提出将以科技创新发展资金给予
种业发展持续稳定支持，继续深入实
施省农业良种工程和现代种业提升工
程，积极争取国家现代种业专项等科
技资源落地山东，还鼓励育种单位、
团队以技术转让、拍卖、入股等方
式，加快种业科技成果转化，以及探
索财政、信贷、保险、基金等多元化
投入模式。为健全种业的风险保障，
《意见》 要求健全种业信息监测网
络，探索建立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
因素影响猪、禽等核心种群的维持和
保护制度。

种业发展离不开人才，要想推动
我国民族种业大发展，更应注重人才
培养。《意见》 根据山东现状，提出
充分发挥种业领域领军人才的帮带引
领作用，加大科技计划培养种业人才
的力度，到2025年，培养引进具有国
内领先水平的种业创新人才团队15个
以上。

本报记者 王凯旋

15条实施意见
山东加快推进 现代种业创新发展

日前，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种业创新发展的

实施意见》（下称“《意见》”），分5大部分，共15条。据了解，《意见》的提

出，既是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的重要指示精神，也是为

进一步增强山东种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加快推进现代种业创新发

展，切实解决好种子问题。围绕种质资源保护、育种创新、现代种子企业、国

际合作、品种评价体系、政策支持等，《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