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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

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快推进种

业振兴行动。1月6日，为期3天的第三

届三亚国际种业科学家大会暨国际种业

科技博览会落下帷幕。

30余位中外院士，百余位中外种业

科学家、企业家、行业精英，2200余位代

表同聚一堂参加本届大会，分享种业前沿

创新成果、展望种业发展趋势、共话种业

振兴之道。

种业科技创新是种业发展的关键。

围绕种质资源、品种创制、种子繁育等行

业热点问题，与会嘉宾结合自身研究发表

真知灼见。“未来农业对种子的核心要求

是增产提质、减投（减少化肥和农药使

用）、减损（减少自然灾害损失）。”中国科

学院院士、崖州湾实验室主任李家洋说，

“实验室的目标使命就是要面向未来农业

和种业发展需求、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

技术，创制引领性新品种。”

“育种的过程和目标就是创造变异、

固定变异、选择变异。”中国农业国际合作

促进会名誉会长翟虎渠介绍，品种在农业

生产中的应用贡献率在40%以上，种质

资源是影响育种成败的瓶颈，主要大国都

在抢夺和创新种质资源。因此要持续在

种质方面创新。

品种创制需要科学技术创新赋能。

大会上，翟虎渠介绍的电子加速器诱变育

种装置成为了全场焦点。针对人工杂交

等遗传育种具有不可控性、随机性强的特

点，该装置具有突变频率高、突变类型多、

变异性状稳定且快等特点，并且操作安全

快捷，绿色环保无残留，全程精准可控数

字化，为数字育种，基因库大数据运用提

供最直接的数据支撑。

据介绍，位于“南繁硅谷”的三亚电子

加速器诱变育种实验室利用电子加速器诱

变育种装置为育种单位、科研院所、种业企

业诱变处理包括主要农作物种子、果树种

子、枝条、幼苗等试材。重点研究水稻、大

豆、玉米等主要农作物及海南省特有的热

带、亚热带水果等辐射诱变育种关键技术，

利用电子加速器诱变育种平台创制更多的

优异新种质资源和培育新的优良品种。

育种理念、育种技术创新的同时育种

方向也逐步多样，特色稻育种成为了大会

的热门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介

绍，他们团队研制的水稻新品种“福香占”

不仅抗稻瘟病、耐储存、米质优，而且铁含

量相对较高。“从以前的‘吃饱饭’到今天

的‘吃好饭’，我们还要吃出健康。现在的

理念是全民的大健康。”谢华安说。

本届大会，人才培育也是众多专家、

企业代表交流的热门话题。中国工程院

院士张献龙介绍，种业振兴行动以来，生

物育种的现代人才培养推进

较快，随着基因组、基因编辑和合

成生物学等方面的进展，育种的人才培养

也在升级，但之后需要继续升级。

“家兔种业的发展需要专家的支持，

以及企业和市场的力量。”国家兔产业技

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秦应和介绍，目前，我

们国家的种兔场或者育种公司掌握育种

核心技术较少，很多企业聘请专家担任企

业顾问，但自身技术人员不具备育种能

力，未来要加大相关方面人才的培育。

针对种业人才扶持，会议期间，由三

亚·国际种业科学家联合体执委会、中国

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联合各相关单位牵

头的“十百千万”农业后备人才培养工程

正式启动。该项目计划用10年时间，从

种业开始，同步或逐步扩大到植保、智慧

农业、国际贸易等专业领域，每年甄选并

组织不少于100家农业各领域领军企业

参与，年均安排1000位

企业高管或企业专家担任专业

导师。参与学校通过组织学生自愿申请、

双向选择、一对一结对的方式，重点培养

1万名学生。力争在20年至30年内，1

万名学生中能涌现出200名至300名优

秀的农业科学家或企业家，脱颖而出3名

至5名可能改变中国乃至世界农业进程

的特殊人才。

三亚·国际种业科学家联合体副主席

兼执委会主任李立介绍，“十百千万”工程

还将通过与学校共同组织“师生面对面”

“高管大讲堂”“校企合作恳谈会”等方式，

建立高校与行业领军企业的深度协作机

制，为推进校企合作攻关及成果转化提供

新平台、新机遇，形成产业吸纳人才、人才

振兴产业的良性循环，为中国种业的振兴

贡献更大的力量。

（新华社记者赵颖全、袁睿、洪靓）

南国都市报1月7日讯（记者 利声
富）“目前海南榴莲种植规模超过3万亩，

2023年1400亩榴莲树已挂果，总产量达

到50吨；2024年榴莲树挂果面积将增加

到4000亩，总产量将达到250吨，主要品

种为金枕、干尧、猫山王等。”在1月6日

举行的第三届国际种业科学家大会经济

作物分论坛上，海南农业科学院院长黄正

恩介绍道，海南榴莲种植探索与实践取得

初步成效，接下来海南应科学合理布局，

有序扩大种植面积，统筹培育海南榴莲品

牌，走质量型发展之路，拉长产业链提升

附加值。

今年夏季，首批国产榴莲在三亚上市

销售，这也是国产榴莲在国内首次批量上

市。依托区位优势，采用智慧种植，再加

上精细管理，三亚“树上熟”榴莲深受消费

者欢迎。经过检测，三亚产“树上熟”榴莲

果肉平均糖度达38度以上，而一般榴莲

果肉的糖度通常为25度至30度。

据了解，全球榴莲种植面积约800万

亩，产量约400万吨，主要集中在印度尼

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目前，我国

进口的榴莲占全球榴莲消费的80%以

上，2023年进口量达80万吨以上。

海南尝试引进榴莲种植历史悠久，但

此前存活率一直很低。“海南榴莲种植经

历了四个阶段。”黄正恩说。20世纪五十

年代到九十年代是自发引进阶段，主要是

引进种子，保亭、陵水、万宁、琼海等地均

有30年以上榴莲树。20世纪九十年代

至21世纪初期，是由自发向自觉引进过

渡阶段，引进的包括种子、嫁接苗等，三

亚、保亭等地部分基地榴莲有开花结果。

2018年进入自觉引进阶段后，开始进入

大规模引进嫁接苗种植。后来，进入科研

单位开展探索与实践阶段。组建热带优

稀果树研究团队，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榴莲

研究中心，引进种质资源，建立资源圃，探

索榴莲配套管理技术等。

“海南榴莲种植探索与实践取得初步

成效。”黄正恩介绍，目前，海南研发出“榴

莲-槟榔、榴莲-香蕉、榴莲-火龙果、榴

莲-百香果”等适度遮阳降温增湿种植模

式。榴莲幼树种植成活率和年生产量显

著提高，为榴莲早结丰产打下坚实基础。

“海南种植榴莲优势是市场巨大、物

流顺畅、成熟度新鲜度高。”黄正恩说，但

海南榴莲种植也面临台风频繁、风险较

大；降雨不均匀，冬季温度较低，不利于坐

果和产量形成；栽培管理技术缺乏等劣

势。

谈及海南榴莲种植未来，黄正恩说，

海南应科学合理布局，有序扩大种植面

积。同时，坚持品质优先，走质量型发展

之路。与进口榴莲相比，“树上熟”榴莲由

于新鲜、品质口感优等，这也是海南榴莲

的发展方向。此外，应按照全省一盘棋统

筹培育榴莲品牌，打造统一海南榴莲品

牌，保证品质。榴莲加工属性很强，所以

海南应根据投产规模，适时启动榴莲加工

业，拉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应抓住海南自贸港建设机遇，推动

形成海南榴莲产业发展新模式，打造集产

品加工、农事体验、文化传播、旅游观光、

科普教育等一体的榴莲特色主题产业园

区，实现农旅深度融合发展，培育经济新

增长点。”黄正恩说。

从第三届三亚国际种业科学家大会
看种业振兴新动态

海南农业科学院院长黄正恩建议：
打造海南榴莲特色主题产业园区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的榴莲种植基地。海南日报记者王程龙摄

嘉宾在现场参观。

▲现场展示的西
甜瓜样品。
◀现场展示的种
子样品。
本组图由海南日
报记者王程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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