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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培育加快

近年来，随着产业集群在区域经济发展

中的集聚牵引作用愈发显著，不少地方纷纷

加快产业集群培育，以提高产业综合竞争

力，打造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不断壮大南繁种

业产业集群，目前，已聚集近千家涉农企

业，业务类型覆盖“育、繁、推”等产业链各

环节。同时，引进中化集团等央企和大北

农等“三类500强”企业在园区新设子公

司。全力支持国投种业等入园经营主体

实质性运营，推动中国种子集团、大北农、

晨海水产等国家种业企业扩大业务规模、

构建产业生态，隆平生物等企业纳入海南

省企业上市（挂牌）后备资源库，崖州湾现

代种业产业集群入选海南省首批百亿级

创建重点产业集群名单。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高标准、高质量布局产业链，助推南繁硅

谷建设方面，三亚围绕种子种源链、种子产

业链、种子服务链、种子市场链和种子资金

链，“五链”协同发展，加快形成由国内顶级

科研国家队领衔、以不同类型科研机构为

支撑、以种业企业为主体的多元化创新主

体，构建以种业龙头企业为引领、种业

CRO业态为核心的产业体系，打造集知识

产权保护、种业对外交流合作和南繁服务

保障等于一体的产业生态圈，高标准布局

产业链。

同时，以中国农业科学院等为代表的

20多家南繁种业科研创新主体入驻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并发起多次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促进创新主体与种业企业深度产学

研融合的“揭榜挂帅”行动和“企业出题，

院所答题”行动，国家种业科创高地集聚

效应初显。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海南锚定“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

源自主可控”目标，以制度集成创新为抓

手，以平台创建为载体，以整合资源为手

段，集成放大各种优势，全力推进南繁硅谷

国家级种业创新基地建设。

（下转09版）

从多点突破到整体提升
闯出种业创新广阔天地

大雪节气后的
海南，天气一下子
凉许多。但在三
亚、乐东、陵水等
地，南繁育种科研
人员忙碌的火热场
面随处可见。

为圆筑牢种业
振兴根基梦，确保
中国人的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中，每
年冬季，一批来自
北 方 的 种 业“候
鸟”，追着太阳跑，
来到海南，在田野
间来回穿梭，开始
新一季南繁育种，
播种种业创新希
望。

今年，是种业
振兴由“三年打基
础”转向“五年见成
效”的关键一年。
南繁，在种业振兴
中具有独特优势，
南繁硅谷在夯实种
业根基进展如何？

南国都市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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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攻关陆续突破

农业振兴，离不开种业振兴；种业振兴，离不

开创新攻关。近年来，海南种业创新攻关取得不

少重大突破。

12月12日，陵水安马洋国家南繁科研育种

基地，早晨6时刚过，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海南分子

科研育种基地高级工程师刘华招等16名南繁育

种科研人员已在田间开始为燕麦播种忙碌。

这样的场景，对于刘华招等育种科研人员来

说是常态。在海南进行南繁育种期间，持续创新

攻关，刘华招的育种也取得实质性突破。2024年

伊始，刘华招采用海南山兰稻与泰国香稻进行杂

交繁育的南香丝禾获得植物新品种权，特色稻南

香黑糥正在申请植物新品种权。

2021年，我国种业发展迎来新的历史契机，

种业振兴行动全面开启。按照“一年开好头、三

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十年实现重大突破”总体

安排，海南加快种业振兴步伐，南繁硅谷建设提

档升级，创新攻关持续突破。

种业振兴，关键在于核心技术攻关和突破性

品种的培育。近年来，海南充分发挥海南自由贸

易港政策优势，加强科研软硬件条件保障，吸引

了不少农业科研人员到南繁这片热土探索育种

技术，以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赛道。

作为入驻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首批企业之一，

截至2023年底，隆平生物技术（海南）有限公司共

获得国内外授权发明专利91项，其中45项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国外授权发明专利涵盖澳大利

亚、印度、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在商业化储备方

面，已与100多家下游种业公司和科研院所广泛

合作，开展了900多个品种的回交转育工作。

作为南繁硅谷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在种业创新攻关方面，取得系列

丰硕成果：试验的耐盐碱大豆新品种平均亩产超

过300公斤、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试验

的34个品种比对照品种增产64%、“京粳香8号”

粳稻新品种在琼首次种植亩产突破1100斤、“菁

两优3261”在海南乐东等地测产突破每亩400公

斤、首次实现黄鳍金枪鱼人工产卵及繁育取得阶

段性重大突破、陈松林院士工作站实现红九棘鲈

苗种批量人工繁育、目前全国石斑鱼种鱼保有量

海南占比95%……

科研平台持续上新

12月8日，湖北省南繁育种中心在陵

水开建，建成后将成为湖北省农业科技创

新和新品种选育的孵化器和加速器。

“该中心包括各类作物育种专业实验

室以及配套科研设施，面向湖北南繁单位

开放，打造成集种业创新、作物育繁、科企

合作等功能于一体的共享创新平台。”湖

北省农科院院长相关负责人介绍。

科研平台持续上新，大大加速育种进

程。

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国家南繁作物

表型研究设施里，高通量植物表型平台沿

轨道运行，用激光雷达、高光谱相机、深度

相机、各种传感器，为育种材料进行“全身

体检”后采集数据实时回传，科研人员线

上处理、分析数据。

这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

院面向育种数据处理全流程，联合多家机

构联合发布的智慧育种平台，其数据容

量、运行速度及数据安全措施均达到世界

先进水平，开辟了智慧育种新赛道。

今年1月使用的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

创新中心崖州湾总部科研试验基地，是我

国首个室外大田条件下周年全时、多盐

度、规模化耐盐碱水稻专业化科研试验基

地。其集基础研究、种质创制、品种选育、

品种鉴定、示范展示、科普宣传等功能于

一体，年精准鉴定能力达10万份以上、年

品种测试规模达1万份以上。

与传统育种方法相比，诱变育种具有

相对生物学效应高、突变谱广、突变率高、

诱变后代稳定快、诱发变异新品种选育周

期短等特点。为满足我国植物诱变育种

研究和应用需要，中国农业科学院原院长

翟虎渠在三亚建设了全国首台专用于农

业诱变育种的直线电子加速器装置，并搭

建全套辐射育种平台，加速我国作物育种

的进程。

目前，已为科研单位和种业企业等60

多家单位提供辐射诱变育种，涵盖玉米、大

豆、水稻以及海南红毛丹等热带植物，助力

培育出更多的新品种和新的种子资源。

三亚南繁基地繁育的玉米三亚南繁基地繁育的玉米。。棉花育种专家赵国忠在观察棉花育种情况棉花育种专家赵国忠在观察棉花育种情况。。

刘华招在南繁试验基刘华招在南繁试验基
地里查看育种材料地里查看育种材料。。

创新攻关陆续突破科研平台持续上新新质生产力连连迸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