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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加强县级农作物新品种 

展示示范工作的对策措施
张彭达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种子管理站，宁波 315500）

摘要：从新品种示范展示定义出发，系统纂述了我国当前品种管理现状；分析了农作物新品种示范展示对推进农业供给侧

改革，加快新品种推广的重要性；总结了农作物新品种示范展示取得的对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巨大成效；客观分析了当前示

范展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农作物新品种示范展示对策措施，即着力推进工作思路创新和组织模式创新，科学制定实施

方案，着力提高示范展示基地建设水平，着力强化宣传推介活动，着力做好农企对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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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种是农业生产不可替代的生产资料，也是农

民最终能否真正实现农作物增产的重要因子。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优良品种的选育与

推广。所谓新品种示范展示就是将各科研单位和种

子企业育成的最新品种引入，按照区域布局，组织集

中种植的过程。示范要求集中连片，面积较大，主要

测试品种增产潜力和总结可以大面积普及推广的栽

培技术；展示面积要求较少，主要是筛选适宜当地可

以扩大示范的品种，要求田块和栽培技术的同一性，

示范是推广的基础，展示是示范的基地，三者相互 
联系。

我国主要农作物新品种实行国家、省级两级审

定制度，第一批 29 种非主要农作物实行登记制度，

根据《种子法》规定，新品种通过审定、登记或者引

种备案即可在适宜区域进行推广。浙江省每年审定

主要农作物品种 100 多个，加上国家审定适宜本省

推广种植的品种、从同一生态区引进的主要农作物

品种和非主要农作物登记品种，市场上推出的品种

很多。但是，由于品种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采用省

级区域性布点，县市布点很少，覆盖范围有限，各地

生态气候条件不一致，加上试验品种采用编号制、

登记品种由育种单位自行组织试验等原因，品种审

定、登记后种子推广部门对品种特征特性了解甚少，

农民认知更少，品种推广“最后一公里”现象非常突

出。另外，种子市场经营主体大幅增加，导致品种多、

乱、杂，农民在选择品种时无所适从，主要从邻近乡

镇种子店采购，由于经验不足选不出适宜种植的好

品种，有的年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减产损失。

一个好品种要让千家万户农户认可接受，必须

经过多年多点大面积示范展示，通过示范展示来充

分表现新品种的特征特性，特别是逆境条件下的生

长表现，全面测试新品种的适应能力，让农民直观地

选种用种。可以说，农作物新品种示范展示在品种

审定、登记与推广之间架起了一座连接的桥梁。

1　奉化区农作物新品种示范展示成效
奉化区新品种示范展示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后期在水稻作物上已经基本形成

示范体系，在江口、西坞、莼湖等乡镇集中建立示范

展示中心，经过 20 多年的快速发展，全区良种示范

推广工作成效显著，实现了从水稻到旱粮、瓜果蔬菜

的全覆盖，由“分散性”展示示范向“网络化常态化”

推进，由“单一服务粮食生产”向“全面服务并引领

产业发展”转变，由“单纯种子管理部门”向“多元力

量全面参与”转变。近几年奉化区通过种粮（菜）大

户、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主体，每年建立示范展

示区 5~6 个，面积超过 333500m2，品种 60 多个，涉

及水稻、油菜、瓜果蔬菜等作物，通过开展示范展示，

籼粳杂交稻甬优 9 号、甬优 15、甬优 538，常规晚稻

秀水 134、宁 88、茄子杭茄系列品种等得到大面积推

广，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

在争取领导重视、财政资金支持、创新开展宣传推介

活动等方面取得了新的业绩。宁波市和奉化区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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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安排 1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种子管理站的展示

示范经费支出。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乡镇推广体系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农作物新

品种示范展示能够真正收到实效，最重要的环节是

发挥基层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作用，让农户直观了

解。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基层农业技术服

务体系不健全，农技人员兼职比较多，个别乡镇农技

站甚至已没有专业的农技推广人员，存在“上头热、

下面冷”现象，特别是组织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代

表观摩较少。

2.2　良种与良法配套不够　当前，由于种植业结构

调整，农作制度创新，种植模式多样化，如水稻有直

播、手工插秧、机械插秧多种种植模式，蔬菜有大棚

栽培、露地栽培、立体栽培等种植模式，但示范展示

往往采用单一模式。良种与良技配套不够，示范效

果与农民需求存在距离。管理人员往往以品种展示

为主，对围绕良种进行的配套高产技术研究，组织得

不是很到位。

3　农作物新品种示范展示对策
“十三五”是本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攻坚期，加

快推进新一轮良种更新更换刻不容缓，将按照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要求，以农业增产、农民增

收为宗旨，以提高单产、增加总产、改善品质、增强农

产品市场竞争力为目标，以品种展示示范为切入点，

筛选适应不同区域生态环境、种植习惯、市场需求的

主导品种，通过农企对接，组织看禾订种，将农作物

新品种示范展示打造成农民选用良种的看台、种子

企业品种比拼的擂台、种子管理部门推介新品种的

平台，充分发挥品种增产增效潜力，保障农作物品种

安全。　

3.1　着力推进工作思路创新和组织模式创新　把

示范展示作为新品种推广的主抓手，高度重视，精心

组织，做好顶层设计，成立区展示示范工作领导小组

和实施小组，做好新品种展示示范工作的组织协调、

督导检查和技术指导工作。

3.2　科学制定实施方案　根据品种布局总体要求，

因地因时制宜，结合不同时期田间长势表现和气候

变化，及时调整展示方案，集成细化技术措施，严格

规范具体操作。主要栽培措施实行“六统一”，具体

操作要严格按技术规程进行 [1]。

3.3　着力提高示范展示基地建设水平　建立稳定

的农作物新品种示范基地非常重要。前些年受资金

投入制约，展示示范点少、面积小、辐射区域有限。

要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对新品种进行大规模多点

展示示范，做到县有中心展示示范区，乡有展示示范

点，村有示范户。各展示示范承担单位应配备相应

的技术条件和技术人员，举办技术培训；还要与测土

配方施肥、轻简化栽培、病虫害综合防治等技术结合

起来，实现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有机结合，因地

制宜集成、配套、创新品种优质高产栽培技术 [2]。

3.4　着力强化宣传推介活动　要及时发现和总结

展示示范工作中的好作法、好经验、好典型和好品

种，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多种媒

体加以宣传，扩大影响。在农业信息网发布新品种

展示示范方案和公告，展示示范期间，要在展示示范

园区设置信息公示牌和品种标志牌，帮助农民科学

选种用种。建立物联网，网上直观展示。依据示范

结果，及时制定发布农作物品种布局指导意见。收

获前组织各层次观摩会，特别要组织种粮大户、专业

合作社和种子企业参加，组织专家测产验收，以实际

产量取信于民。

3.5　着力做好农企对接工作　示范展示要与产业

发展有效对接、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与龙头企业发

展有效对接、与新型生产经营主体有效对接、与科技

成果转化有效对接。让种子企业积极参与示范方案

制定并主动提供栽培技术和配套服务，调动企业积

极性，增加示范效果。

4　结论
农作物新品种示范展示在品种审定、登记与推

广之间有效架起了一座连接桥梁，是新《种子法》

颁布实施后基层种子管理部门的主要工作抓手，必

须高度重视，增加投入，确定专人，提高水平，抓好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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