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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工作探讨
黄惠芳　李楚羚　林立坚　梁大刚　

（浙江省杭州市种子总站，杭州 310020）

摘要：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是新形势下种子管理部门加快种子科技成果转化、加速新品种推广步伐和促进品种更新换

代的重要途径和有力抓手，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业务主管部门指导生产的有效方式。通过对杭州市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

范工作取得的成效以及现状进行分析，简述了杭州市展示示范工作存在缺少固定的展示示范基地、缺乏相对专业的技术人员、

缺少足够的展示示范经费保障等问题，提出了 6 条发展建议：有代表性地建立固定的展示示范基地、加强技术培训、强化宣传、

加强良种良法配套展示示范、构建合理的展示示范工作体系、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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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工作将科研、企业和农

民有机结合起来，它既是各级农业部门和种子管理

部门确定主导品种、跟踪发现审定品种缺陷、指导生

产因地制宜选用新品种的现场指挥台，又是广大农

民朋友认识新品种、了解新品种、选用新品种的田间

信息台，也是科研育种单位和种子企业展示新品种、

宣传新品种、交易新品种的竞技商务台。通过新品

种展示示范，能够有效解决品种多、乱、杂和农民选

种难等问题，优化品种结构，充分发挥优良品种增产

增收潜力，对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等具有重要 
意义。

近年来，杭州市的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工作

经各级种子管理部门的通力协作，不断向纵深方向

发展，展示示范的作物类型和品种结构丰富，点多面

广，逐渐成为了农民培训学习的课堂、科技人员学习

和实践的试验场、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选用良种的

样板、各级领导决策和指导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

但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

视的问题，亟待解决。

1　展示示范工作取得的成效
1.1　促进了品种的更新换代，提高了单产，提升了

品质　近年来，杭州市每年引进水稻、油菜、旱杂粮

等各类农作物新品种 150 个左右，筛选出适合本市

推广种植的优质高产优良新品种 30 余个，如优质高

产油菜浙油 50、浙油 51、浙大 619；杂交稻中浙优 8
号、甬优 15、甬优 12、甬优 538、甬优 1540 以及常规

晚粳稻嘉 58、浙粳 22、浙粳 99；鲜食大豆浙鲜 9 号；

普通玉米蠡玉 35、苏玉 30 及鲜食甜玉米金银 208
等，筛选出的这些新品种近年来都成为了杭州市生

产上的当家品种，加速了生产上老、劣、差品种的淘

汰速度，优化了品种结构，提高了作物单产水平，提

升了农产品品质，对保障全市粮食生产安全、丰富农

产品供给和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发挥了重要作用。如

通过推广应用筛选出来的优质高产双低油菜新品种

浙油 50、浙油 51、浙大 619 等，使本市近年来油菜的

双低化比率一直保持在 95% 左右，显著提升了食用

油品质；通过推广应用筛选出来的具有高产、超高产

的籼粳杂交稻品种甬优 15、甬优 12、甬优 538、甬优

7850 等，极大地提高了晚稻单产水平，超高产籼粳

杂交稻品种的推广应用面积占有比率也从 2008 年

的 0.37% 迅速扩大到了 2017 年的 24.29%，为保障

全市粮食生产安全提供了坚强后盾。又如通过引进、

展示示范推广优质晚稻品种甬优 15 和软香米品种

嘉 58，为全市居民提供了本地产的优质稻米，临安

太阳镇以甬优 15 和嘉 58 自产稻米为原料，打造了

“太阳米”品牌，十分畅销，效益显著。

1.2　加快了主导品种的推广步伐，实现农业增效，

完成省考核任务　通过展示示范的辐射带动和广

泛宣传，促进和加速了优质高产主导品种的集中推

广应用，增效显著，如优质高产油菜新品种浙油 50，
2010-2014 年在全市累计推广种植 3.96 万 hm2，增

产油菜籽 1409.11 万 kg，增产优质菜籽油 1292.66
万 kg，增产和增油的增收额合计达 2.63 亿元。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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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抗病油菜新品种浙大 619，2010-2015 年累计

示范推广 6.566 万 hm2，增产油菜籽 1305.68 万 kg，
增加优质菜籽油 822.59 万 kg，增产和增油的增收

额合计达 1.89 亿元。优质高产软香米品种嘉 58，
2013-2016 年累计示范推广 3.12 万 hm2，增产稻谷

1766.98 万 kg，增产增收 5469.78 万元。每年顺利完成

省农业厅下达给本市 10 个展示示范点的考核任务和

全市 4.667 万 hm2 水稻绿色主导品种的推广任务。

2　展示示范工作存在的问题
2.1　缺少固定的展示示范基地　杭州市的展示示

范基地除临安建有国家级水稻区试站、萧山建有蔬

菜瓜果展示基地、淳安县建有小面积的旱粮展示基

地外，其余很多县、市（区）都没有固定的展示示范

基地，有的甚至1年换1个点，每年更换地方或田块。

一方面导致对试验基地无法进行高标准的投入，基

地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试验地的肥力、管理和耕作水

平不能保证一致，使得展示示范的结果缺乏真实性

和公平性；另一方面没有固定的展示示范基地，种子

管理部门只能通过预先选择地块，然后与有意向的

农户协调，形成种植、赔偿协议，才能落实展示示范

任务 [1]，这样就导致有些年份有些地区的展示示范

任务无法落实，影响品种的广适性评价，从而影响优

良主导品种在某些地区的推广与应用。同时，展示

示范基地不固定，会导致无法满足农民自发组织参

观、学习和选种的需求，直接影响展示示范的样板作

用和展示成效。

2.2　缺乏相对专业的技术人员　杭州市大部分县、

市（区）级种子管理部门人员编制少，技术人员缺

乏，技术力量薄弱，加上目前绝大部分乡（镇）级几

乎没有专门从事农业的农技人员，因此当前的展示

示范基地的管理、记载等工作，大部分依靠农民；而

农民又没有经过专业的技术培训，导致展示示范记

载不规范，数据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大大降低了展

示示范工作的质量和数据的可参考性。

2.3　缺少足够的展示示范经费保障　各级种子管

理部门的展示示范工作补助经费虽然都列入了各级

财政预算，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土地租金、农用物资价格和人工工资等均快速上

涨，农业生产成本迅猛增加，导致多年来一成不变的

展示示范财政补助资金显得越来越不足，严重影响

了展示示范基地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出现展示示范

工作得不到有效落实和展示示范效果越来越差的 
现象。

3　加强展示示范工作的发展建议
3.1　根据区域发展，有代表性地建立固定的展示示

范基地　新品种展示示范工作应当建立固定的展示

示范基地，可以采用土地流转或者有选择性地培养

种植大户、合作社，并与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等形

式。固定展示示范基地的优点：一是能使种子管理

部门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便于展示示范的统一安排；

二是便于固定基地工作人员，逐步提高工作人员的

工作能力和业务技能，使展示示范工作不断得到规

范；三是便于基地土壤培肥，提高展示示范结果的真

实性；四是便于农民自发组织学习和观摩 [2-3]。

同时，展示示范基地的选择应当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和针对性；应当符合当地种植业发展规划和区

域发展特点；应选择能代表本地气候条件、土壤类

型和生产条件等主要生产要素的地点；应当选择有

利于展示示范功能发挥，土壤肥力中等偏上，排灌

便利，交通方便的地段，便于栽培管理和组织现场 
观摩。

3.2　加强技术培训，提高专业技术操作能力　新品

种展示示范工作的开展需要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业

务水平和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为此，种子管理部

门要在现有技术力量的基础上，定期组织举办各级

新品种展示示范技术培训班，对承担展示示范工作

的基地技术人员进行系统、专业的业务培训。同时

要在新品种展示示范的关键时期，组织或聘请专家

深入基地对技术人员和展示示范承担户进行现场培

训和指导，提高基地技术人员的实际操作能力，确保

展示示范效果。 
3.3　加强良种良法配套展示示范，提高先进农业科

技入户率　在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过程中，要进

一步加强良种良法相结合的配套技术研究与展示示

范，积极探索高效种植模式，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

收。要充分利用农业系统的技术资源，把种子管理

部门开展的新品种展示示范与技术推广部门开展的

高产攻关技术有机结合起来，在示范田内设置高产

攻关田，探索因种高效栽培技术，促进良种良法配套

推广，提高先进农业科技入户率。

3.4　强化宣传，扩大影响力，提高展示示范成效　

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的目的就是要让种子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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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稻品种适应性种植展示报告
熊先锋　李荣海　邓春霞

（湖北省荆州市种子管理局，荆州 434020）

摘要：品种产量的高低、米质的优劣、适应性的强弱，直接关乎农户的收成。为了指导农民科学用种，加快水稻品种更新换

代步伐，促进荆州市优质、适应性强的中稻品种推广应用，2017 年荆州市种子管理局组织实施了中稻品种集中展示，参展品种

全部来源于本地种子市场的合法品种，由种子企业自愿参加推选。展示秉持“科学、规范、高效、节约”的理念，组织田间种植。

田间随机排列，不设重复。展示田块肥力水平均匀一致，排灌方便，地势平坦，交通便利。采用旱育秧暗化技术，全程机械化操

作，接近大田生产实际。观察记载依据 2017 年湖北省种子管理局发布的水稻品种试验观察记载项目及标准，理论测产与田间

实收相互验证。

关键词：中稻；品种；展示；技术报告

湖北省荆州市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常年水稻

种植面积在 47 万 hm2 以上，其中中稻面积近 27 
万 hm2，一直以来都是种子企业品种推广应用的试

验区和“竞技场”。本地种子市场中稻品种多，种业

竞争激烈，有必要组织品种集中展示，开展现场观

摩、评析和宣传，为种子企业和用户服务，有助于市

场科学引种、选种、购种，减少种子质量纠纷，保障农

民增产增收。为了指导农民科学用种，加快水稻品

种更新换代步伐，促进荆州市优质、适应性强的中稻

品种推广应用，2017 年荆州市种子管理局组织实施

认识、了解和使用新品种。因此，在展示示范过程中

要不失时机，多方式、多途径地对展示示范品种进行

积极宣传和推介。要在展示示范点设置醒目的展示

示范牌，全生育期放置，每个展示示范品种要设置标

志牌，标明品种名称、播种时期、种植密度、管理措

施、农艺性状等，便于参观学习 [2]。各级种子管理部

门要积极组织相关种子经营户、种植大户、基层农技

人员、科技示范户等观摩新品种展示示范，也可通过

报纸、电视以及网络媒体等进行宣传，加快新优品种

的推广步伐，达到展示示范的目的。

3.5　构建合理的展示示范工作体系，实现减量提效

　应积极构建省、市、县（市、区）相结合、种子管理

部门和种子企业相结合的展示示范工作体系，有效

整合，整体联动，减少同一个地区重复品种的展示示

范，整合各方财力、人才资源，提高展示示范基地工

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展示示范质量，实现减量提效。

3.6　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确保展示示范经费　农作

物新品种展示示范是一项公益性工作，需要大量人

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做好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

工作，经费保障是前提。因此，建议各级政府应根据

农业生产实际，进一步加大对农作物展示示范工作

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

总之，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工作是种子管理

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责，是品种推广工作的实践

创新。做好新品种展示示范工作，有利于广大农民

第一时间用上新优品种，享用先进科技成果，促进增

收，体现种子管理部门践行为农服务的宗旨意识。

因此，建议各级种子管理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务必

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加大支持力度，健全服务体系，

切切实实提高展示示范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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