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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到处是“洋种子”，如今国产种子占比70%以上，但各方育种力量的合作还需进一步加强

蔬菜之乡探秘蔬菜“芯片”
□ 本报记者 毛鑫鑫

种子位于农业产业链的最前端，被称为
农业的“芯片”，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有一节专门论述
打好种业翻身仗。作为全省乃至全国蔬菜重
点生产区域、曾经到处是“洋种子”的潍
坊，菜地里如今种的是什么种子？菜农对现
在的种子有什么意见和期待？育种企业有什
么样的目标？春分前后，记者走进寿光、青
州等地的蔬菜大棚、种业企业、研发机构找
寻答案。

“洋种子”往事

“现在，我们都种本地品种，抗性强、
果形好、口感好、产量高，不比国外的品种
差。”在寿光市田柳镇于家村，种了30多年
菜的郑学洋回忆，最初种的黄瓜、辣椒等都
是农家种子，产量比较低。进入20世纪90年
代，就有了很多国外的种子可以选择，种过
后发现效益更高，大家就都愿意买“洋种
子”。“但‘洋种子’价格高，再加上自己
育苗的成本，可贵着呢。”

到底有多贵？代理销售过国外种子的寿
光市三木种苗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树森记得很
清楚：随着寿光蔬菜大棚面积越来越大，
“洋种子”纷纷来了。种子销售是以粒数为
计量单位的，像一袋番茄种子1000粒，卖到
480元至560元。寿光每年需求在14万袋左
右，就得花7000多万元。有些“洋种子”，
贵的时候甚至一块钱一粒，老百姓种一亩
地，光种子钱就得花2000多元。

“那会儿没有什么话语权，老外说提价
就提价。”在推广种植一个日本的甜瓜品种
时，国外公司的做法让刘树森印象深刻，
“最开始给我们的价格是一毛五一粒，过了
一段时间涨到三毛五。后来带着老外到种植
区去参观，他一听老百姓说种着好，一下子
就涨到了五毛五。企业还得有一块儿利润，
卖到老百姓手里还得加价。”

2003年左右，刘树森开始一边代理种
子，一边收集储备种质资源，摸索着选育自
己的品种。

经过多年的研发，番茄、辣椒、甜
瓜……刘树森团队培育的优质新品种陆续问
世。“像粉果番茄‘宝禄先锋’、黄皮辣椒
‘欢乐’，其抗病性、丰产性及商品性等均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2020年分别销售12 . 3万
袋和15万袋，每袋售价150元和120元，而国
外品种每袋售价380元和360元。”刘树森自
豪地说，从2018年开始，三木种苗和国外有
关公司脱钩，不卖“洋种子”了。

记者了解到，包括三木种苗在内，寿光
近年来共培育起7家种业龙头企业，自主研发
蔬菜品种达到140个，全市国产蔬菜种子市场
占有率已由2010年的54%提升到目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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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芯片”寻找“晶圆”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以前吃到的番茄就
只有红彤彤的那一种，而现在，红、黄、
绿、紫等各种颜色、不同形状、大小各异的
番茄走上了百姓的餐桌。这是种质资源不断
丰富、基因组合的结果。

如果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么种
质资源就是制造“芯片”的“晶圆”。没有
种质资源，育种创新将成为无源之水。比如
要想培育出一个口感好、抗病性高的优质番
茄品种，就必须要找到有该基因的好“爸
爸”和好“妈妈”，也就是必须要有相关的
种质资源。“在蔬菜领域，在育种源头的种
质资源的丰富性以及性状基因的挖掘方面，
与国外还有一定的差距。”寿光蔬菜种业集
团董事长刘欣庆分析。

十多年来，寿光蔬菜种业集团接连将各
个育种课题组“撒”向大江南北，去田间
地头寻找、与科研院所交流，不断收集种
质资源。“但是光靠在国内收集是不够的，
存在着同质化的问题。有些起源于国外的
蔬菜，在起源地会有着丰富的资源。”刘
欣庆说。

于是，他们把眼光放到了全球，荷兰
AXIA蔬菜种业公司就是目标之一。“正是看
中了它的种质资源，我们从2012年开始与它
合作，拿到了很多不同颜色、不同形状、不
同抗性的番茄资源。”目前，寿光蔬菜种业
集团的种质资源库共有育种材料2 . 1万份，是
山东最大的蔬菜种质资源保护中心。

有了大量种质资源，如何才能将其充分
利用好、育出优质新品种？“常规育种，其
实就是靠经验去育种，在反复尝试中碰一个
偶然，一般育种周期大约需要8年－10年。”
寿光蔬菜种业集团研发中心主任程琳介绍，
为了提高育种效率，集团建设了分子育种实
验室，配备了国际先进的仪器设备，引进40
多个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分子技术辅助育
种，培育出目标品种的概率高达98%，且育种
年限比常规育种缩短大约一半。

放眼国际，设计育种已经逐渐兴起。
“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想要一个什
么样的品种，就先做一个虚拟基因设计方
案，结合生物信息学分析选出最佳的父本
和母本，实现更高效的精确育种。”程琳
坦言，这需要去挖掘更多品种的性状基
因，构建起全面的基因数据库，为设计育
种提供基础条件，这是下一步努力的重
点。

防止政策资金“撒芝麻盐”

“育种是一项耗时长、投入大、出成果
慢的工作。有时候选育几年后，会发现与想
要的品种性状背道而驰，并没有达到预期效
果，那这几年的投入就打水漂了，就得从头
再来，而且这样的情况非常多见。”刘树森
坦言，由于企业逐步缩减代理销售国外种
子，营收本来就在减少，与此同时，研发投
入占营收比重连续五六年都达到29%以上，他
曾一度感到彷徨和吃力。

在育种行业，普遍存在着企业面临投入
压力的状况。在青州市，山东省华盛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兴盛介绍，1998年华盛
开始走自主研发之路，之前代理“洋种子”
赚来的钱，全部用于了研发投入，像2001年
建农场就投了1000多万元，困难的那几年甚
至要借钱发工资。

直到2008年，华盛研发的一些品种逐步
推向市场，资金压力才稍有缓解。“当时，
公司同时运行的育种项目有20多个，像胡萝

卜和圆葱的育种周期需要15－20年，在蔬菜
育种里是时间最长的，国外都是一些规模很
大的种业企业才敢投入。”李兴盛说，到了2010
年，由于企业无法再支撑这么多育种项目，就
砍掉了包括胡萝卜在内的4个项目。

在这样的情况下，省级实施的农业良种
工程、地方出台的系列支持政策，给了种业
企业一定的帮助。“我们从2011年开始申请
省里的良种工程，虽然从整个研发投入来
看，每年能获得的资金支持占比并不是很
高，但是起到了杠杆作用，能让我们有信心
把保留下来的 1 6个育种项目继续进行下
去。”李兴盛同时注意到，一些政策资金投
放中存在着使用范围广、支持分散、资金不
集中，出现了“撒芝麻盐”的现象。

今年，我省加快推进现代种业创新发展
的实施意见发布，提出要扶持发展一批具有
较强竞争力的种业龙头企业。李兴盛期待，
政府层面主导种业研发资金集中集约优势使
用，在一部分种业龙头企业仪器设备购置、
高科技人员配备、育种材料的创新等方面加
大扶持力度。另外，集中力量办大事，重点

扶持2－3家国家级种业龙头企业快速发展，
使其成长为国内领先、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种
业企业。

“主动往前多走一步”

“有的品种颜色比较稀奇，但是可能口
感不太好或者产量不高；有的品种口感特别
好，但是可能硬度不够、不耐储运，多数批
发商就不愿意要。”在寿光市古城街道西范
村，种了将近30年蔬菜的菜农张连生在品种
选择上有自己的心得。

张连生道出了大多数菜农的心理：跟着
市场走，综合考虑选择稳妥的品种。“这实
际上是一个被种植户和消费者认可、接受的
过程。”刘欣庆说，品种研发大的方向是要
适应市场，满足大众化的需求。但是也不能
局限于此，还需要培育一些特色化、高端化
的品种，去挖掘新的市场空间。

五六年前，寿光蔬菜种业集团培育出了
一个串收番茄的新品种，但是在国内市场推
广的时候并不是很顺畅。“尽管它占的市场

份额非常小，但是我
们一直保留着这个品
种，没有放弃它。”
刘欣庆说，这两年，山
东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建设方面动作频频，像在广州建
设了潍坊农品展示交易中心，为品种推广提
供了新平台、打开了新空间。在粤港澳大湾
区的大城市，消费群体趋向年轻化，消费品
质高，对串收番茄这个品种的认可度慢慢提
高，需求也就逐渐大了起来。

“消费是可以被引领的，我们要主动往
前多走一步。”刘欣庆说，在育种上，如果
没有前瞻性、超越性，很可能会被国外的种
子占去先机。

刘树森和他的研发、推广团队就有一次
深刻的教训。2015年，三木种苗培育出了一
个番茄新品种，由于产量高、果型好，很快在
市场上推开。“当时种这个品种的老百姓，没有
一个说不好的，供不应求。”刘树森说，看到第
一年、第二年卖得好，第三年制种量加大到将
近1000公斤，差不多有40多万袋。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菜农的大棚由于多
年连作暴发出了土传病害，这一番茄品种出
现了死棵。而国外种业公司却早就在种子的
抗病菌方面下了功夫，于是菜农又纷纷购买
国外的品种。“制出来的种子很多都没卖出
去，搞得我很狼狈。”刘树森说，自那时起就意
识到，国外的育种理念和水平在不断地进步，
要想和他们去竞争，研发的脚步就不能停。

刘树森带领团队卷土重来，对番茄品种
进行更新换代。2019年下半年，“宝禄先
锋”问世，2020年推向市场。“这个品种主
要在抗病菌、病毒方面作了优化提升，同时
确保了产量高、商品性佳，在寿光本地、内
蒙古等都很畅销，今年到现在已经卖断货
了。”刘树森说。

育种力量需要紧密联合

穿行在位于寿光市洛城街道寨里村的现
代农业高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一座座现代
化的大棚鳞次栉比，这些是中国农业科学
院、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试验棚”。
在这里，农民和专家成了“邻居”。

3月17日下午，记者在一个试验棚中遇到
了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王
怀松，他正在仔细查看甜瓜育种材料，并随
手做好记录。“现在主要是观察植株的生长
状况，再过段时间结果了，我们就得看果实
的形状、外观以及甜度等。”他说，只要有
时间，就会来到试验棚，这里是他工作的重
要阵地。

种子研发技术含量高，最怕的就是缺人
才。作为一个县级市，寿光解决这一突出问
题的重要方法就是借力。作为潍坊国家农综
区的辐射区，寿光以打造“中国蔬菜种业硅
谷”为目标，引进了国家现代蔬菜种业创新
创业基地研发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寿光蔬
菜研发中心、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寿
光研发中心等一批“国字号”高精尖平台。

有了平台，众多像王怀松一样的育种人
才跟着过来了。目前，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
研究所17个课题组累计开展8830个蔬菜新品
种、新组合的试验示范与展示观摩工作，11项
国家级课题落户寿光，育成蔬菜新品种13个。

“寿光是甜瓜的主产区之一，我们在这进
行种子研发，更能加快成果转化。对于当地的
农民来说，能够第一时间种上培育出来的新品
种，就可能获得更高的收益。”王怀松说。

听业内人士介绍，在国外，很多种业企
业是与高校或科研院所联合育种的，由高校
或科研院所完成筛选种质资源等基础研究，
甚至选好父本和母本交给企业。企业拿到后
就可以直接进行杂交、比较，最后选出性状
表现最好的品种进行繁育推广。而从国内来
看，育种力量还较为分散，种业企业与科研
机构之间在合作对接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

山东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副所长王淑芬
认为，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要分
步走。“科研院所在进行育种时要把企业
联合进来，让企业在实际参与中摸懂育种
的‘门道’，同时慢慢培养起育种人才。
以此过渡到科研院所根据企业、市场需求
和育种前瞻性完成前端应用基础研究，企业
则承接后续的育种及开发环节，逐渐形成良
好的合作机制。”

对于菜农而言，如果不亲自看到、尝到
新品种，一般不会轻易选择。为在育种机
构、种子市场和菜农之间架起桥梁，寿光自
2013年起已连续举办了13届中国（寿光）国际
蔬菜种业博览会，累计参展单位3000余家，展
示国内外30003个品种，接待36万多人次，专家
委员会共推选出了816个优良品种推广。

如今，种博会已经成为我国北方蔬菜种
业品牌会展。“它搭
建起了国内外互通互
联、资源共享的国际
蔬菜良种展示、成果
转 化 、 信 息 交 流 平
台，也为菜农提供了
选择品种的平台。”
刘欣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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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翻身仗”还需补短板
□ 本报记者 毛鑫鑫

从中央一号文件到政府工作报告，从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种
业翻身仗”一词高频出现，足见我国对种业
的重视，以及把农业“芯片”紧紧握在自己
手中的决心。当前种业发展如何，受到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菜乡寿光，记者在多个村庄采访到了
一些已经种了几十年蔬菜的菜农。他们坦
言，在上世纪90年代，“洋种子”比国产种
子植株生长强壮、抗性强、产量高，自然种
植效益就高。近十年来，当地自己培育的品
种越来越丰富，也都慢慢具备了这些特点、
甚至质量更高，而且还比“洋种子”便宜不
少，大家现在更愿意选择国产种子。

从山东省级层面来看，全省农作物特别
是粮食种子能完全依靠自己解决，茄果类、
西甜瓜等设施瓜菜自主品种占比达83%，主要
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8%以上，良种对粮食
增产的贡献率达到47%，为稳定提升粮食产能、
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是，在采访中有专家指出，与国际先

进水平相比较，我国的种业发展还有不少的
短板弱项，比如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不够，包
括有些地方土种、一些珍稀濒危的种质资源
消失风险还在加剧。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
特别是在育种的理论和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和
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打好种业翻身
仗，还有一些“卡”点要突破、一些短板要补上。

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副产品
有效供给的战略性资源，种质资源是农业科
技原始创新与现代种业发展的物质基础。谁
占有了更多种质资源，谁就掌握了选育品种
的优势，谁就具备了种业竞争的主动权。

去年，我省启动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
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目前已征集新种质
4800余份，发现或征集了很多特异和珍稀资
源，如博山猕猴桃、茌平十孔莲藕等。“下
一步，将继续加大对各类古老、珍稀、特
色、名优资源的抢救性收集力度，做到应收
尽收、应保尽保。建设一批种质资源中、长
期库（场、圃、区），逐步健全资源保护体
系、鉴定评价体系和共享利用体系。”省种
子管理总站站长蒋庆功说。

打好种业翻身仗，种业企业这个关键主

体要强起来，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以及良好
的市场环境。单看寿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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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对扶持政策
进一步优化，加大了扶持力度和范围，特别对
蔬菜种子企业和科研机构在新品种选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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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期间，我省将着力培育壮大
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支持企业与高校、
科研院所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推动育种人
才、技术、资源等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力
争到2025年10家企业进入全国同行业前50强。

蒋庆功说，要推动落实国家制种保险、
政策性信贷、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引
导种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以种业企业为主
体建立商业化育种中心和良种联合攻关平
台，健全完善“企业+科研+推广”三位一体
的良种攻关机制，围绕主要农作物和特色作
物，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瞄准现代农业生产
需求，统筹强化种质创制、品种选育、试验测
试、展示评价、示范推广等各环节，尽快筛选推
广一批满足市场急需的突破性新品种。

①①

②② ③③

图①：中国（寿光）蔬菜小镇智能温室内种植的番茄品种。(□寿光市委宣传部供图）
图②：3月17日，在现代农业高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王怀松查看甜瓜育种材料。(□记者 毛鑫鑫 报道)
图③：在寿光蔬菜种业集团的分子育种实验室中，科研人员正在工作。(□记者 毛鑫鑫 通讯员 董永桢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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