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陈秀云

2021年1月22日 星期五 农历庚子年 十二月初十 第11599期

“没想到，咱寿光本地的种
子，也能长这么好，不比国外的
差。”这是寿光市田柳镇后疃村菜
农王爱民对番茄新品种“宝禄364”
的评价。

王爱民种大棚20多年了，国内外
的几十个番茄品种，他都种过。2020

年8月中旬，他在大棚试种了一部分
“宝禄364”。5个月下来，老王发现，试
种的这个品种，果个均匀，表皮光
亮，收购商更愿意收，“更重要的是
抗病、抗早衰，再有半月就换茬了，
现在棵上没黄叶、没病斑。”“宝禄
364”是由山东寿光三木种苗有限公
司培育的番茄新品种。

眼下，像老王一样，越来越多
的寿光菜农开始选择寿光本土品
种。这背后，是近年来寿光市紧抓
种业创新，全力打造中国蔬菜种业
硅谷的结果。目前，寿光国产蔬菜种
子的占有率达到70%以上，“洋种子”
独霸天下的局面已改变。

去年获71个新品种权

种业研发井喷式增长

“2020年，寿光有71个蔬菜品
种被农业农村部授予植物新品种
权，超过之前历年来的总和。可以
说，寿光的蔬菜新品种研发迎来井
喷式爆发。”寿光市种业发展服务
中心主任范立国这样总结过去一年
寿光种业的发展情况。

寿光市蔬菜新品种研发呈现井
喷之势，并非偶然，而是多年来厚积
薄发、持续推进种业创新的结果。

近年来，寿光持续加大种业创
新研发力度，相关育种单位科研水
平不断提升。

时光回到30多年前1989年的冬
天。当时，寿光市三元朱村的17个
冬暖式蔬菜大棚试验成功，寿光成
为全国农业“绿色革命”的发源
地。

随着寿光蔬菜大棚面积越来越

大，诸多“洋种子”开始纷纷进军
寿光市场。“进口种子种出来的菜，
比如彩椒、大红果番茄等品种，耐储
运，货架期长，抗病能力强，种植效
益要高。”范立国说。

到2010年前后，“洋种子”在
寿光的市场占有率过半，尤其是彩
椒、大红果番茄，绿萼长茄等茄果
类蔬菜中，占比更高。这成为寿光
蔬菜产业的痛点。

为了打破“洋种子”垄断的局
面，2012年起，寿光市在种业创新
研发方面持续发力。为突出企业在
蔬菜种业研发中的主体地位，2012

年、2014年和2017年，寿光市政府
连续出台3项蔬菜种业发展扶持政
策，拿出专项资金进行重点推动。
2020年3月，寿光市又专门出台了
《关于加快蔬菜种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鼓励蔬菜种业创新发展，扶
持企业繁育加工推广，吸引蔬菜种
业企业落户。

今年55岁的刘树森是山东寿光
三木种苗有限公司负责人。1989年，
他开始从事种子代理销售工作。“彩
椒等进口种子，贵的时候一块多钱
一粒，老百姓种一亩地，光种子钱
就得花2000多元。”在销售种子的
20年时间里，他深深感受到寿光菜
农承受的种子成本压力。

为打破国外垄断局面，刘树森
和团队开始一边代理种子，一边储
备种质资源，探索新品种研发。
2010年起，刘树森和技术团队全身
心投入到新品种研发。目前，企业
主推的番茄、辣椒、西瓜、甜瓜等品
种，具有高产、高抗等特点。2020年，
企业获得植物新品种权的品种有35

个。
十年磨一剑。经过不断投入和

培育，目前寿光全市自主研发蔬菜
新品种140个，涌现出了寿光蔬菜种
业集团、三木种苗、新世纪种苗、
永盛农业、鲁寿种业等5家种业龙
头企业，全市年繁育蔬菜种苗达17

亿株。寿光也成为山东省第一批区
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和全国最大的种
苗繁育基地。

寿光市种业发展服务中心的数
据显示，目前寿光全市国产蔬菜种
子市场占有率已由2010年的54%提升
到70%以上。其中，黄瓜、圆茄、丝瓜、
苦瓜、豆类、西葫芦、甜瓜、樱桃番茄
等作物国产种子市场占比达到90%

以上。

“国字号”平台落户

助力本地种业研发

在寿光市洛城街道寨里村，从
北京等地来的专家和研究生们，几

乎每天都在实验室和大棚基地之间
穿梭忙碌。中国农业科学院寿光蔬
菜研发中心坐落在这里。2019年4月
落户的研发中心，把中国农业科学
院的科研优势和寿光市的蔬菜产业
优势结合起来，其目标定位是创建
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蔬菜研发中
心。

近年来，为了推进种业创新研
发，寿光市主动搭建科研平台，筑
巢引凤，持续提升种业创新能力。

在国家蔬菜种业基地建设方
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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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1 . 2亿元建设了公共服
务中心，吸引了国家蔬菜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天津德瑞特等6家科研单
位入驻。

在蔬菜种业方面招才引智，寿
光市先后与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
究所、中国农大、东北农大等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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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科
院蔬菜花卉研究所17个课题组在寿
光育成蔬菜新品种13个。

在蔬菜种业资源整合方面，寿
光市引导蔬菜产业集团出资1 . 5亿元
注册成立了寿光蔬菜种业集团，从
市科技专项资金中列支1000万元扶
持开展育种研发，构筑了各类要素

集聚的研发平台，建设了分子育种
实验室。

寿光先后与十多家国家级科研
院所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中国农
科院寿光蔬菜研发中心、农业农村
部蔬菜种子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寿光分中心等一批“国字号”平台
相继落户，探索了院地合作实体化
运行新模式。中科院沈阳生态应用
研究所、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
所每年派遣40名专家和研究生，常
驻寿光开展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一系列招才引智政策的实施，
带动了寿光现有科研育种平台蔬菜
育种技术升级，发掘和创制出了更
多丰产、多抗、优质的新种质资

源，进一步提升了解决“卡脖子”
技术难题的能力。

种业峰会

搭建“走出去”桥梁

在2020年12月8日举办的2020中
国（寿光）国际蔬菜种业秋季博览
会上，番茄、辣椒、茄子、黄瓜、
甜瓜、南瓜6类作物的3300多个品种
集中亮相，再一次展现了我国种业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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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区150多亩，每届
展示品种超过3000个。

种博会在育种科研机构、种子
市场和菜农之间成功架起了桥梁，
成为“寿光模式”的重要展示和推
广平台。

通过一年一度的蔬菜博览会和
种业博览会，越来越多的寿光种子
走向全国。刘树森表示，公司培育
的“宝禄先锋”大粉果番茄，2020

年全国推广面积达到10万亩，2021

年，预计能达到20万亩，种子价格
只有国外同类品种的三分之一到二
分之一。

在鼓励本地企业加大自主研发
的同时，寿光市还引导企业加强与
荷兰、以色列等国外种业企业和科
研院校合作，其中蔬菜种业集团与
荷兰绿港国际、瓦赫宁根大学和荷
兰种子协会达成战略合作协议，通
过兼并、收购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
方式，收购了荷兰亚细亚种业集团
育种研究所60%的股权和贝尔亨现
代农场，并与荷兰威斯特兰公司开
展辣甜椒育种深度合作，为寿光种
业研发搭建了更广阔的舞台。

根据规划，到2025年，寿光市
蔬菜种子自主研发和产业发展能力
显著增强，自主研发蔬菜品种达到
200个以上；初步建成全国蔬菜种
业发展的创业平台，入驻科研机
构、种子企业达到20家以上；国产
良种的推广销售能力明显增强；
蔬菜种子管理和服务体系不断健
全完善，种子质量检测检疫水平
明显提高，将寿光打造成中国蔬
菜种业硅谷。

44岁的张玉花是山东省嘉祥县
大张楼镇彭后村人，过去这8年她
过得很不容易。

2012年，突如其来的车祸带走

了丈夫，3个孩子没了父亲，家里
没了顶梁柱，张玉花的人生瞬间被
命运的车轮碾得支离破碎。

之后的 3年，张玉花度日如

年，全家也仅靠5亩地苦苦支撑。
虽说亲戚邻居都在尽力接济，但张
玉花依然感觉生活没有希望。孩子
的学费、家庭的开销、地里的活
计……每一项都好似一个永远填不
完的窟窿。倔强的张玉花想过很多
办法，可生活并没有多少转机。

2015年年底，嘉祥县开展贫困
户精准摸排工作，张玉花家毫无争
议地被选定为彭后村第一批建档立

卡贫困户。自此，张玉花的命运悄
悄发生了改变。

2016年后，镇上和村里的帮扶
干部隔三岔五地来敲门，起初张玉
花不信他们能帮自己。不过，没过
多久，张玉花和3个孩子的农村低
保办了下来，接着他们还得以免费
加入农村合作医疗。

“后来，扶贫干部和村里帮着
申请了电费补贴、低保价格补贴，

还给办了免费公交卡。”张玉花指
着墙上的帮扶政策清单说，只要能
申请到的扶贫政策，她一项也没落
下。最初3年，张玉花恨不得“把
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现在她终于
敢给孩子买点零食和新衣服了。

“有了低保和各项补贴，吃饭
等基本生活不愁了，孩子的教育成
了她最担心的。”大张楼镇扶贫办
主任王百战早把全镇的贫困户转了
好多遍，他很明白张玉花的希望在
孩子身上。

（下转A2版）

贫困户创业当上小老板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李超 屈昂

民族种业自强的寿光担当
自主研发蔬菜新品种140个，七成寿光菜用上“中国芯”

农村大众报记者 李伟 通讯员 孙磊 杨福亮 赵德彦

采收后期，寿光本地企业培育的番茄品种长势依然很旺。老菜农
王爱民对新品种的表现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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