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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牢“中国饭碗”之 种子篇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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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推进种业振兴，加强农业科技攻关和推广
应用。当科学家聚焦种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之时，另一个问题也不容忽
略：如何让优质种子在市场上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新中国成立后：推广优良品种成
为增产措施

玉米花已开，54岁的杜贵才每天泡在同
安百利种苗园的大棚里协助授粉。他是厦门
华泰五谷种苗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从事育种
30多年，办公室就在田里，皮肤晒得黝黑。

杜贵才盯住的是鲜玉米种子。他从近千
个玉米品种或品系中选出几百个配对，“这个
颜色更漂亮，那个抗病性更好，通过杂交授
粉，将不同种子的好基因导入，培育出理想的
新品种。”

“玉米大多一年长一季，我在厦门可以种
出三季来。”杜贵才搭起大棚，给玉米苗增加
光照，抢出一季；他又在海拔1000多米的同
安军营村辟了块地，那里山高气温低，又抢出
一季来。一年多抢出的两季，让杜贵才五年就
培育出新品种，“正常情况下至少要10年。”

“种子乃农业之本。如今，种子对于农业
的重要性已经被人们广泛认可。事实上，新中
国成立后，我国的种业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
程。”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刘昕对记者表示。

据国家统计局公开的数据，1949年，全
国粮食总产量为11318万吨，人均粮食只有
208.9公斤，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粮食缺乏，再
加上战乱，饿殍遍野。“粮食总产量不高的原
因中，也有粮食作物的品种繁多，种子质量不
高的问题。”刘昕表示。这一年的12月，第一
届全国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召开，确定推广优
良品种为增产措施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自力更生发展优良
种子的意识非常强。新中国基层的种子站在
全国建立之时，五年良种普及计划也在1951
年开启。种子站，与地方的农技部门，由此成
为新中国种子品种改良的重要组成。

现在来看，五年良种普及计划带有强烈
的时代特色。第一年，以县为单位初选；第二
年，县农场和良种繁育站进行繁殖；第三年，
到乡村留种地繁殖；第四年，推广到农民大

田；第五年，初选种进行普及。但正是通过五
年普及计划，种子工作从无到有，由小到大。
1956年，全国粮食产量增长到了1.9505亿
吨，人均粮食达到了306.8公斤。

1975年，北京平谷，全国种子工作会议
和第一次全国种子标准会议在此召开。这次
会议上提出了“1980年实现大田用种良种
化、种子质量标准化、种子加工机械化”。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逐渐
成熟，垄断式的“包办买卖”已经无法满足市
场需要了，尤其是品种上急需创新。2000年
12月1日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颁
布实施，全面开放种子经营市场，国有种子公
司专营种子的历史结束了，各种种子企业开
始发展。

刘昕表示，20世纪的最初10年，我国种
业刚刚起步，恰逢跨国种业公司全球布局之
时。种业市场放开后，国产种业发展遭遇巨大
压力。反观当时我国种业的情况，创新能力却
很薄弱，大量换汤不换药、“换个车灯就是一
辆新车”的所谓新品种层出不穷；而掌握大量
人才和资源的科研院所以论文为导向，科研
成果被束之高阁。

种子保卫战

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
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要求加
快公益性科研院所与所办企业分离，使其专
心开展基础性公益研究；强化企业技术创新
主体地位，鼓励科企合作育种。此后的几年
间，在一些重大品种上，打破了体制障碍、学

科界线、院墙壁垒，组建了集科研院所和种子
企业共同参与的良种重大科研攻关联合体，
以四大粮食作物为主线，解决生产实际中的
重大品种需求。

在刘昕看来，近年来，我国在生物育种技
术领域取得显著进展，自主选育的大宗作物
品种和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均处于较高水
平，比如我国的水稻、小麦已实现了100%自
给，玉米、大豆等品种也达到了相当高的自给
率。但是，我国在附加值较高的新兴领域种源
自给率低、种子进口量大。

经过深入各地农村调研，刘昕敏锐地发
现，大量品种权集聚于国内少数容易改造的
种源，对改造难度大、周期长的种源兴趣不
大，食味好的水稻、适于机收的玉米、高蛋白
高油的大豆等专用特用特优品种创制不足。
为了让农产品“好吃”又“好用”，刘昕在提案
中提出，要进一步重视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
开展种质资源和种子及种源的系统创新，构
建更加系统、完备、高效的先进育种技术创新
体系，积极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推动我国种业
科技自立自强。

“大量品种权集聚于少数容易改造的种
源，对改造难度大、周期长的种源兴趣不大，
食味好的水稻、适于机收的玉米、高蛋白高油
的大豆等专用特用特优品种创制不足。”刘昕
表示，几乎所有的基础性研究和大部分应用
性研究成果都掌握在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手
中，种子企业获益较少，难以担当起创新主体
的重任。

同时，我国种业虽然在国内申请植物新
品种权的数量很大，但由于在国外申请植物

新品种权的数量小，在国际竞争中所表现出来
的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知识产权国际布局落后。

在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水稻育种专家许
雷看来，种子的质量和适应性问题，一直是让农
民头痛的事。他对记者表示，农民对种子往往缺
乏辨别力，有时买种子贪图便宜，很可能买到劣
质种子甚至假种子，辛辛苦苦种地一年可能到
头白忙活。

许雷说，自从种子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种
子产业逐步进入市场化。种子市场的全面放开，
给农民带来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对农村经济的
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
题。部分种子经营单位的人员素质低、滥用商品
名称、夸大宣传、误导农民，这已威胁到农业生
产安全，损害了农民利益。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有多远？

“优质田要种上优质种，农民才能有好收
成。可是现在，搞育种的不如卖种子的。”许雷感
叹。他对记者表示，对于做种业科研的企业而
言，品种研发需要数年时间去试验、选育，研发
成功之后要通过省或国家品种审定，也往往耗
费多年时间，其中的人力和金钱成本不言而喻。
但优良品种研发出来之后，要在市场占领一席
之地，并没有那么容易。

“如果经济利润少，就很难持续搞下去。”
许雷说，目前国家和省级有关部门的科技资金，
对科研院所及农业大学投入的多，对农作物育
种科技企业投入的少或没有，为了鼓励育种科
技企业同样多出好品种、快出好品种，建议国家
建立农作物育种科技企业政府投入机制。

他认为，国家应出台执行种子法的实施细
则，保护种子市场稳定和农民利益；出台品种保
护实施细则，保护育种家育出的品种不受侵害。
要建立和完善品种备案制度，加快优良品种的
应用。建立新品种展示园区，对主导品种实行推
荐制，并实行种子补贴。同时，对种子生产、经营
单位和经销商实行执业资格准入制度，提高其
准入条件，严格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发放。要
对那些给品种乱起名、乱改号的种子企业或种
子经销单位进行严厉查处。严防假冒伪劣，杜绝
以次充好的种子上市，杜绝坑农害农事件发生。
省、市、县要完善农业种子综合执法机构。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贯彻落
实种子法，实行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强化种业
知识产权保护，依法严厉打击套牌侵权等违法
犯罪行为。

“要加大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各级政府
要把贯彻执行种子法作为规范种业市场、维护农
民利益和种业企业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工作来
抓。”刘昕建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加大种业知
识产权国家公益保护力度，妥善处理侵害种业知
识产权民事案件。对于侵害种业知识产权的刑事
案件，要提升到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稳定高度，依
法惩处，并适时公布维护种业知识产权方面的全
国性典型案例，加大法治宣传力度。

许雷说，应该将农民权益保护纳入知识产
权立法框架，修订种子法，在第八章“扶持措施”
中增加农民权利保护的条款，加大对农民尤其
是使用新品种农民的补偿力度，让农民充分享
有现代种业技术更新带来的红利。

让优质田种上优质种
本报记者 朱 婷

一小粒种子中蕴藏着生命的所有信息。
几千年来，农民熟知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
在悠久历史中将培育的种子世代相传。

进入 20 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技术进
步，很多新改良的植物被视为专有产品，种
子开始有了专利。为了提高产量和增加利
润，以前自由授粉的种子渐渐被人工杂交取
代。人们在种地之前，要去市场上挑选种
子，而不是使用传统的上一年保存下来的种
子。留种的传统不再，人们越来越依赖种子
公司。种业产业也因此成为攸关农业性命的
关键所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农业专家曾发表

文章反思中国种子领域遭遇的惨痛教训。在
文章中，有学者写道，美国的几家种子公司
储存了大批无处销售的蔬菜种子，这些种
子，以援助的方式来到了中国。朴实的农民
欣喜地种下这些美援种子，却迟迟看不到发
芽。据记载，1947 年，美国向中国输送了
870 吨蔬菜种子，在当时的 25 个省份推广。
这些种子大部分失掉了发芽率，因此推广面
积越大，农民损失越大。

追思历史，在今天，我们更应当时刻
谨记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的叮嘱：“中国
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把
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国种子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及直接指导下取得了重大成就。袁隆平老
先生将一生奉献给了水稻育种事业，用一
粒粒小小的种子改变了中国，也让中国的
杂交水稻研究得到世界瞩目。目前，我国
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 96%，自主选育品
种占 95%，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
为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
供提供了关键支撑。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种业自主创新
能力还有待加强，一些领域“卡脖子”问题
仍然存在。

比如蔬菜是我国种子进口额最高的农作

物，2021年进口额达2.4亿美元，占农作物种
子总进口额的 35.3%。胡萝卜、菠菜、洋葱、
高端品种番茄以及甜菜和黑麦草等种子的进口
依赖度超90%。良种不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
就丧失了定价权。一家以色列种子公司培育的
樱桃番茄品种价格达到一粒种子 8 元，一克
4000 元，是当下黄金价格的 10 倍。有业内人
士调侃称：“一斤种子可以买一辆低配的法拉
利。”

优异种质资源匮乏、科研育种起步晚，
研究机构、人数少，种子生产技术、产能不
足，进口品种长期优势形成的市场垄断，是
部分种子遭遇“卡脖子”的原因。正因如
此，破除种业发展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打
通种业发展的最后一公里，尤为关键。把种
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必须下决心把民族种
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
良品种。只有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
品供给集中攻关，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
种源自主可控，才能真正实现用中国种子保
障中国粮食安全。

打通种业发展的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朱 婷

“记者您好，请稍等会儿，
我进屋去说话。”电话那端，传
来许雷醇厚的东北话。接受记
者电话采访时，这位著名水稻
育种专家仍然在地里忙碌。

“干我们这行的，光坐实验
室出不了活儿，就得待在地
里。”许雷对记者表示，一年四
季，除了冬天，他几乎都在育种
基地度过。从事水稻育种研究
的50余年，他获得了无数成就
和荣誉：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
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常委，
现任辽宁盘锦北方农业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研究员。虽
已年过古稀，他的干劲儿一点
都不亚于年轻人。

1948年，许雷出生在辽宁
省盖州市团甸乡牧场村一个小
山沟的一户贫苦农家。小时候，
家里兄弟、姐妹 8 人，生活很
苦，平时吃着粗粮，逢年过节才
吃上一两顿大米饭。许雷问爸
爸：“咱们家乡为什么不种水
稻呢”？爸爸说：“咱这里是种
旱田的，就算水田区种的水稻
种子，还不是国产的，那也是
从外国引进的种子啊。”从此，
许雷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一
个愿望：好好念书，将来考农业
学校，当农业科学家，让家乡能
种上水稻，让人们吃上白花花
的大米饭。

1963年，他终于实现了自
己的夙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
了辽宁省熊岳农业高等专科学
校。从入校那一天开始，他便学
习农作物品种的育种研究。一
次，学校的课堂里，当老师讲到

“我们辽宁的水稻品种都是从
日本引进的……”许雷的心里
十分不是滋味：“中国作为泱泱
农业大国，为啥要种外国引进
的水稻种子呢？”毕业后，许雷
投身到生养他的黑土地，开始
了水稻育种探索。

1967 年至 1985 年，许雷
先后在乡（公社）农科站、县五七农业大学、县农业中心等单
位从事农业教学和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为了不影响本职
工作，他持之以恒地利用所能利用的业余时间去研究水稻
新品种。1985年，他被调到国家科研机构——辽宁省盐碱
地利用研究所任水稻育种室主任，专门从事水稻育种研究。
1995年，他放下“金饭碗”走出国家科研机构，创办民营科
技企业——盘锦北方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培育推广
优质、高产、多抗水稻新品种为己任，旨在不断提高辽宁、华
北及西北稻区水稻产量。

多年的育种历程中，他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大潮，从体制
内到民营企业带头人，他的初心始终不变，那就是让农民种
上好种子，能多打些粮食。

与土地打交道，是十分辛苦的。为了认识和熟悉水稻，
在水稻生长的季节里，许雷日夜在田里转。有人感叹说：“青
蛙还有眯一会儿的时候，许雷一天到晚没有休息的时候，真
是神人！”

杂交育种和系统育种，已是沿用多年而行之有效的育
种方法，许雷通过多年育种实践证明，杂交育种必须经过有
性杂交、后代选择、品系鉴定、品系比较、区域试验、生产试
验等程序。育成一个新品种，少则8～9年，多则10余年。甚
至有的育种者，以毕生之精力，也没能育出一个称心如意的
新品种。相比杂交育种，系统育种所需时间更短。但在运用
这一方法时，发现田间优良变异株也是较为困难的。

“同一品种的水稻个体间也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只
有那些细心观察者才能看得到。就像一对双胞胎，别人分不
清谁是老大、老二，但父母能认出来。”在运用和理解前人系
统选育理论基础上，许雷在实践中总结出具有实用价值的
人工选择理论，并形成“性状相关选择法”“性状跟踪鉴定
法”及“耐盐选择法”三法集成育种技术。

许雷用该理论先后主持选育出生产应用的水稻、旱稻、
特种稻新品种（系）125个，其中29个水稻、旱稻、香稻新品
种经省级审定，9个国家审定。成果有1项获国际最高金奖；
1项获世界高端米品鉴大赛优质粳米品牌银奖；2项获优质
米水稻品种国际名牌产品奖；2项获国家优质米水稻品种
金奖，3项获银奖；2项获国家重大科技发明奖；7项获省、部
级科技二等奖。他主持选育的“辽盐、雨田、田丰、锦丰、辽
旱、锦稻、盘粳”等系列水、旱稻新品种，已在中国北方适宜
稻区累计推广2.2亿多亩，增产稻谷120亿多公斤，增收人
民币400多亿元。

2008年3月14日，是许雷难忘的一天。当天正值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一次会议胜利闭幕，党和国家
最高领导人同参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合影留念。在前排就座
的许雷心情无比激动，他从一名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一名农
业科学专家，并步入最高参政殿堂。而在他看来，这一切，要
归功于时代赋予的机遇。

如今，老百姓生活好了，但许雷始终难以忘记那贫穷的
岁月。曾经的饥饿和短缺，是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也提
醒着人们：在粮食安全问题面前，时刻要居安思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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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

66月月1212日日，，在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东家庄村在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东家庄村，，农民将收获的小麦装车转运农民将收获的小麦装车转运。。
““三夏三夏””农忙时节农忙时节，，农民抢抓农时开展农事劳作农民抢抓农时开展农事劳作。。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武纪全武纪全 摄摄））

许雷在田间观察水稻长势许雷在田间观察水稻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