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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1月8日讯（记者 利声富
实习生张美玲）1月8日，以“汇聚全球种

业科学家资源，打造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平

台”为主题的第四届三亚国际种业科学家

大会在三亚红树林国际会展中心召开。

大会吸引30多位中外种业相关院士，60多

位涉农大学校长、省级以上科研院所主要

负责人以及来自20多个国家40多位顶尖

专家参加。

三天的大会期间，陆续举办开幕式及

主论坛、水稻论坛、麦类论坛、玉米种业论

坛、智能育种与种业装备论坛、经济作物

与园艺论坛、中国-CIMMYT与南南合作

论坛、青年科学家论坛等近20场专题论

坛、170多场主题报告，以及百奥云生物育

种数智平台BAISeeds发布暨AI育种研

讨会等一系列精彩活动。大会聚焦种业

科技前沿趋势，分享最新研究成果，通过

国际合作与交流，打造种业发展的新高

地，推动全球种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1月8日召开的种业科学家代表会议、

现代农业高峰论坛、水产种业论坛、大豆

论坛、生物育种技术论坛、2025中国生猪

数智育种论坛、国际种业科学家论坛等多

个专题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各自研

究领域的前沿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研讨，

共同探讨现代种业发展的新趋势、新技

术、新挑战及应对策略。种业科学家代表

会议还举行“十百千万”农业新质人才培养

工程——“职”面未来-大学生风采大赛的

启动仪式，北京奥瑞金农业有限公司与北

京农林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签约仪式。

大会同期举办的2025国际种业科技

博览会吸引众多国内外种业企业及科研

机构的参与。一系列先进技术与高端装

备亮相，如分子育种高端实验室设备、智

能化植物培育环境、基因编辑与测序技

术、高精度植物表型监测系统等，全面展

示了种业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

本届大会通过搭建国际化的种业科

技交流与合作平台，致力于推动全球种业

科技与产业的融合与发展，为实现农业强

国目标注入强劲动力。同时，助力“南繁硅

谷”成为立足海南、辐射全国、影响全球的

种业创新高地，推动种业全面振兴，为牢牢

端稳“中国饭碗”奠定坚实基础。

南国都市报1月8日讯（记者利
声富实习生张美玲）1月8日，海南

省种业实验室与文昌市人民政府在

三亚举行冯家湾设施渔业中试研究

基地合作共建协议签约仪式。

根据共建协议，冯家湾设施渔业

中试研究基地将于今年投入使用，双

方将共同开展种质资源库构建、新品

种开发、良种选育、高效制种、病害防

控、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等关键技术研

发；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成果的中间

试验与示范，加速科技成果的熟化和

推广应用，提高设施渔业研发成果转

化率；建立紧密的人才和科技交流合

作机制，推动技术培训。

海南省种业实验室有关负责人

表示，冯家湾设施渔业中试研究基

地将为科研人员提供较为先进的

试验条件，着力实现科技资源的有

效利用和共享，提升水产养殖现代

化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水平，推

动海南现代设施渔业的高质量发

展。冯家湾设施渔业中试研究基

地位于文昌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

业园二期养殖示范厂房3号楼，一

层拟用于建设大型亲本培育及人

工繁育试验设施，开发鱼类等海水

动物全人工繁殖技术；二层拟用于

建设健康SPF苗种培育试验区，集

成与创新陆基工厂化条件下的水

质调控技术、SPF大规格优质种苗

培育技术及病害防控技术等；三层

拟建设生物饵料试验区、快速检验

检疫区和智能渔业管理平台。

海南省种业实验室与文昌签约
合作共建冯家湾设施渔业中试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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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1月8日讯（记者 谭琦）
日前，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

省陆生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规划

（2024—2030年）》（以下简称《规划》），从

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监测评估、国家重点野

生动物保护、重要栖息地保护与修复，野

生动物收容救护繁育体系建设、野生动物

风险防控、野生动物保护宣传与教育、野

生动物管理体系建设等七大方面，明确我

省陆生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工作重

点任务和重点项目。

《规划》中根据我省自然资源和陆生

野生动物分布情况，将我省分为中南部山

地丘陵区和沿海台地平原区，明确主要保

护发展方向和规划重点。其中在中南部

山地丘陵区，海南将启动海南长臂猿保护

研究基地建设，实施海南长臂猿保护工

程，并对中华穿山甲、圆鼻巨蜥等珍稀濒

危保护动物及种群脆弱性物种开展监测

调查，建立海南孔雀雉、海南山鹧鸪等国

家重点保护雉科鸟类种群长期监测网络；

在沿海台地平原区，将开展海南兔、红原

鸡等专项调查，加强猕猴等重点野生物种

的救护、保护及管护工作，加强候鸟重要

迁飞通道巡护，推进迁徙鸟类环志站建

设，并逐步完善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体

系和收容救护体系。

海南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以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为核心，各类自然保护

区、自然公园及野生动物原生境保护点为

补充、各类生态廊道为链接的野生动物保

护网络体系，全省陆生野生动物及其重要

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此外，海南鼓励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

式多种渠道投向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

领域，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建立资金

多元化投入的长效保障机制，解决制约野生

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管理的重大问题。

南国都市报1月8日讯（记者 苏
桂除）1月7日，琼海市大路镇新村和

东红居百香果种植户许秋铃正穿梭于

藤蔓间将成熟的百香果采摘入桶。眼

下，大路镇辖区种植的500多亩“钦蜜

9号”百香果迎来了丰收，这是琼海盛

果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30多户

种植户发展种植百香果，念好百香果

产业“致富经”取得的新成果。

据悉，自2024年12月4日以来，

第二批成熟果实已先后采摘1万斤，当

前市场收购价每斤约6元—14元。

记者在大路镇新村村百香果种

植基地里看到，基地内绿意盎然、生

机勃勃，一丛丛藤蔓爬满棚架，繁茂

的绿叶下垂挂着一个个圆润饱满的

果实，在阳光的照耀下青翠欲滴，格

外诱人，种植户们正在拎桶采摘、包

装、发运。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林昇

强表示，合作社种植的“钦蜜9号”百香

果，预计可亩产1500斤百香果。目前

这批成熟的钦蜜9号百香果已经采摘

了有一万来斤，都是通过线上线下销

往北京、上海等全国各地，还有2000

多件约2万斤的订单陆续发出，预计采

摘期可持续到今年春节。

第四届三亚国际种业科学家大会召开
探讨如何打造全球种业创新高地

南国都市报1月8日讯（记者 姚皓
实习生 孙畅）1月8日，记者从2025年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获悉，

2025年海南计划推广新能源汽车10万

辆以上。

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围绕海南

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省工信厅发挥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联席会议办公室作

用，强化各市县、部门主体责任，努力

保持推广全国领先水平。

2024年海南省推广新能源汽车12.2

万辆、同比增长17.7%，超额完成年度

推广目标，新能源汽车在新增车辆中占

比达58.2%，同比提升7.4个百分点，居

全国首位。截至2024年底，全省新能

源汽车保有量40.9万辆，占汽车保有总

量的19.3%，同比提升4.6个百分点，居

全国第二。

围绕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和汽车产

业发展，一年来，海南省工信厅指导海

口市加快国家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

试点城市建设，提前超额完成试点期推

广2万辆标准车的目标；开展燃料电池

汽车等技术示范应用，验证了不同技术

路线在海南推广的可行性；加快推进海

口—三亚—琼海（三市两线）国家级智

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

建设，探索智能网联汽车规模化应用。

此外，还优化创新了新能源汽车应

用补贴审核方式和资金拨付环节，为个

人车主“免审快享”办理新能源车主补

贴，进一步提振新能源汽车市场消费；

持续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带动汽

车消费金额约5亿元，激发农村新能源

汽车消费潜力；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专

用车、特种车等一批项目落地投产；连

续举办六年举办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

不断提高自贸港对新能源汽车影响力。

2025年，海南省计划推广新能源汽

车10万辆以上，省工信厅将牵头制定、

分解年度新能源汽车发展重点目标、任

务，推动汽车产业一季度“开门红”，

“免审快享”加快新能源汽车补贴资金

兑付，结合汽车“以旧换新”政策，鼓

励引导老旧车辆更换为新能源汽车，确

保全省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继续保持

全国领先。

还将谋划第二批燃料电池汽车等技

术示范应用项目，统筹推进智能网联汽

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促进新

能源和智能网联技术在海南落地应用，

因地制宜培育海南特色新质生产力。

今年海南计划

推广新能源汽车10万辆以上

海南明确陆生野生动物
及其栖息地保护工作重点

500多亩“钦蜜9号”百香果

迎来采摘季琼海大路镇

百香果果肉香甜、汁水充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