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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依法治种　开创种业发展新局面
赵海龙　彭继宏　许豫南　范玉红　康新英

（河北省石家庄市种子管理站，石家庄 050051）

摘要：近年来，石家庄市把《种子法》宣传贯彻落实贯穿到种业发展全过程中，不断增强管理者、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

法律意识，多举措强化落实，初步构建起了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种业体系，开创了依法治种的种业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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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是农业大市，北方地区重要的粮食、蔬

菜、畜禽、果品产区之一。现有 17 个农业县（市）区，

688.45 万农村人口，52 万 hm2 耕地。常年农作物播种

面积 80 余万 hm2，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 66.7 万 hm2， 
每年用种量 7000 万 kg 左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种业发展，始终把它作为一项战略性、基础性产业

牢牢抓在手上。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以下简称《种子法》）颁布实施以来，把这项工作摆

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紧密结合起来，采取了一系列

行之有效的措施，使《种子法》在本市得到较好的贯

彻和落实，开创了种业发展新局面。

顶层设计上，根据国家、省部署要求，结合石家

庄市实际情况，研究出台了《石家庄市现代农作物

种业发展规划（2014-2020 年）》（石政办发〔2013〕

49 号）和《关于深化农作物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

能力的实施意见》（石政发〔2014〕18 号），明确了

种业发展“路线图”、“时间表”。

管理机构上，在 17 个农业县（市）区全部建立

了种子管理机构，现有种子管理人员 145 名，专门从

事检验的人员 63 名。其中，市级种子检验机构在历

年农业部组织的能力验证中多次获得 A 级，是全省

最早通过认证（省农业厅）的种子检验机构之一。

科研成果上，修订后的《种子法》颁布至今，共

通过省审定玉米品种 38 个、小麦 4 个、大豆 3 个、花

生 11 个，分 别 占 全 省 的 24%、21%、86%、55%。

节水小麦和优质强筋小麦育种在全省乃至全国处

于领先地位。全市主要农作物优种覆盖率稳定在

98% 以上，良种供应商品化率达到了 60% 以上，良

种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达到了 45% 以上。

产业发展上，全市持证种子生产经营企业达到

59 家，占全省 25%。其中，从事小麦种子生产经营

的 37 家，经营量占全省 70%。种子市场集中度进

一步提高，培育出一批有品种、市场、技术和设施优

势的种子企业，“育繁推一体化”初步形成。小麦繁

种面积近 2.67 万 hm2，每 667m2 增收约 200 元。

1　抓宣传培训，增强依法治种意识
1.1　组织培训　积极组织全市 40 余家种子骨干企

业参加全省新修订《种子法》培训班、全省推进现代

种业发展工作会议及全省贯彻落实《种子法》配套

办法培训班；市县两级举办培训班 50 余场次，先后

对全市 4000 多个种子企业、门店和种子管理机构、

执法人员进行了系统培训。

1.2　广泛宣传　组织开展《种子法》普法宣传月活

动和“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通过报刊、广播、

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体，采取播放专题宣传片、现场

咨询、印发宣传单和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深入而广

泛地宣传《种子法》。利用新农村大喇叭在全市近

4000 个村滚动播放《种子法》及其配套法规、识假

辨假知识和典型案例，共挂贴条幅和宣传标语 2286
条，电视网络等媒体专题报道 43 次。

1.3　现场答疑　深入村镇现场向农民讲解种子选

购常识和法律知识，现场答疑 1 万余人次，为《种子

法》贯彻实施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2　抓品种创新，优化品种种植结构
2.1　抓种业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推进种子生产、加

工、检验、品种区试及示范推广等基础设施建设。目

前，全市有省级农作物品种试验站 2 个，展示示范

场 1 个，稳定的良繁基地 2.67 万 hm2，标准化检验室

400m2，种植鉴定基地 6.67hm2，种子生产、加工、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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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检测能力得到加强。

2.2　抓新品种培育推广　筛选出高产、优质、节水

抗旱、抗性好的品种在全市进行推广。近 2 年，结合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筛选出了适宜在本市种植的石农 086、石麦 22
等 30 余个节水抗旱品种，及藁优 2018、藁优 5218
等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藁优”系列强筋小麦品种育

种水平在全国位于领先地位。2015-2016 年度在全

省推广 11 万 hm2，2016-2017 年度推广 13 万 hm2。

2.3　抓优质品种展示　以玉米、小麦等新品种引

进、试验和展示推广为重点，在市县两级建设品种展

示示范园，总投资 186 万元，由农业部批准建设的

藁城区农作物品种展示示范场于 2016 年建成投用。

全市每年展示新品种 70 余个，组织管理部门、科研

单位、企业、农民合作组织、家庭农场、农民代表参加

大规模观摩活动 20 多场次，新品种展示工作经费列

入市财政常年预算，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3　抓企业培育，提升市场竞争能力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严格落实农作物种子

生产经营许可分级审批制度。为方便种子生产经营

企业办理行政许可，本市已将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

许可权限、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权限全部下放各

县，并移交新成立的行政审批局。牢固树立“管理

即服务”意识，规范办证流程。在企业申办农作物

或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过程中，规范办证程序，

印发“明白纸”，告知办证申请条件、申报材料、办理

程序和办结时限，正常业务一次办结，提高了办证效

率，方便了办证企业。

创新服务方式，连续多年开展了 “种子阳光许

可”活动。坚持“五公开”、严把“五道关”、建立“五

制度”，创造了公开、公正、便民、高效、廉洁的种子行

政许可氛围，为现代种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务环

境。在此基础上，主动登门为企业排忧解难，促进种

企合作、科企联姻，培育了石家庄大地种业等一批明

星企业。目前，全市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企业共 59
家、林木种苗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共 893 个。2016
年种子经营量达到 1.96 亿 kg，经营额 9.89 亿元，育

苗面积 7333.33hm2，产值 20 多亿元。

4　抓质量监管，提高商品种子质量
4.1　开展种子市场质量抽检　种子监督抽检数量

逐年提高，2016 年监督抽检种子样品数量再创历

年新高，达到 3286 个，抽检量在全省历年来居第 1
位。在此基础上，组织开展小麦繁种田田间纯度监

督抽查，每年抽检面积在 8000hm2 左右，占全市小麦

繁种田面积的 30%，从源头上确保了全市小麦供种 
质量。

4.2　抓好种子种植鉴定　主要是小区同步种植鉴

定和海南种植鉴定。常年开展小麦、玉米小区同步

种植鉴定 500 个左右，海南种植鉴定 30 个。2015
年谋划启动了海南种植鉴定及应急加代基地建设

项目，累计投资 400 多万元，建成占地 3.67hm2 的

长期性基地一处，该基地也成为省内首家地市级海

南种子鉴定基地。2016 年鉴定玉米品种 139 个，

2017 年鉴定玉米品种 90 个，鉴定品种数量在省内 
领先。

4.3　加强种子市场监管　开展“春雷”、“绿剑”护

农行动，以玉米、小麦、棉花、瓜菜等为重点，严厉

打击假劣种子坑农害农违法行为。开展打击侵犯

林木新品种权和生产销售假冒伪劣林木种苗专项

行动，每年春季深入苗木生产企业和新造林地块

开展苗木质量抽查行动，打击违法行为，维护市场 
秩序。

构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种业体系，是一项长

期的系统工作。新修订《种子法》颁布实施以来，虽

然石家庄市种业发展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绩，但目

前种业企业群体大、规模小、实力弱，种子基地管理

水平不高，抗灾能力较差等问题依然存在。下一步，

种子管理工作人员将进一步加大“放管服”工作力

度，加大对种业的扶持，促进种子企业兼并重组，提升

种业“育繁推一体化”水平。同时，加大种子生产基地

建设力度，特别是小麦种子生产基地建设，确保本市

小麦种子繁种优势，把种业发展推上市场化、产业化、

良性化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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