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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县国家级种子基地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余添发

（福建省建宁县种子管理站，建宁 354500）

摘要：2013 年建宁县被认定为国家级种子生产基地县，5 年来在中央、省市种业发展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下，紧紧围绕“规

模化、标准化、产业化、机械化、信息化、职业化”的基地建设目标进行大胆的尝试与实践，取得一定的成效，总结出一些好的经

验与做法，有效推动种子产业转型发展。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结合建宁县实际对种子基地未来发展，提出看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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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县地处福建西北内陆山区，位于 116°30′~ 
117°04′E，26°27′~7°06′N，属中亚热带海洋性季

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夏秋昼夜温

差大，自然灾害少，耕地平整肥沃，排灌条件良好，全

县耕地面积 1.84 万 hm2，有 1.33 万 hm2 以上水田可

利用发展制种，地理和气候条件十分有利于水稻种

子生产，现已成为全国最理想的三系和两系杂交水

稻制种之地。

1　基地优势凸显
1.1　基地建设稳步推进　建宁县自 1976 年开始杂

交水稻制种，1986 年被列为福建省杂交水稻繁育制

种基地县，2013 年 7 月被农业部列为国家级杂交水

稻种子生产基地。近年来，严格按照《全国现代农

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国家级种子基

地和“中国稻种基地”建设要求，积极主动对接好农

业部、省市支持种业发展政策，基地建设取得可喜成

绩，近年全县制种面积稳定在 8666.7hm2（表 1），生
产优质商品种子 2800 万 kg 以上，面积和产量均占

全国杂交水稻种子的 10%，是全国杂交水稻制种面

积最大的县。种子产业已成为建宁县的主导产业、

朝阳产业，为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

入，促进县域经济加快发展和保障国家水稻种子供

应及粮食安全生产作出积极贡献。

1.2　组合分布日趋合理　2000 年之前，建宁县杂

交水稻种子生产是清一色三系组合，2001-2009 年

仅有个别种业公司引进了两系组合进行试制示范。

而江苏省 2009-2014 年两系制种出现“6 年 4 灾”

困局，仅 2009 年低温导致近一半种子达不到二级

纯度标准，而 2014 年极端低温更是导致江苏全省 
1 万多 hm2 制种田几乎全军覆没。此时很多种业公

司开始调整建宁种子生产类型布局，逐步将两系组

合投向建宁基地。经调查统计，2009 年之后两系制

种面积和组合逐年增加，2013 年建宁县两系稻组合

制种面积首次突破了万亩大关，达 1116.34hm2，其

中中稻制种 634hm2、秋季制种 482.33hm2，平均单产

182kg/667m2，总产量 300 万 kg 以上，当年两系制种

组合主要有 C 两优、株两优、Y 两优、丰两优系列

等。此后两系组合制种面积在建宁呈逐年扩大趋势，

至 2015 年两系组合制种面积首次超过三系（表 2）。
多年生产实践证明，两系组合在建宁生产不仅产量

高、质量好，而且安全性超过国内其他杂交水稻种子

生产基地。

表 1　2013-2017 年建宁县种子生产面积　    （hm2）

乡镇
年份（年）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濉溪镇 705.27 732.27 859.67 862.00 866.67

溪口镇 3050.20 2365.80 2476.87 2648.67 2733.33

里心镇 2006.73 2511.00 2532.67 2604.00 2666.67

黄埠乡 318.27 263.87 352.67 372.67 386.67

客坊乡 319.80 308.67 330.40 350.67 366.67

均口镇 549.00 556.40 845.93 862.67 866.67

伊家乡 213.33 182.53 188.67 206.00 213.33

溪源乡 289.00 280.87 296.00 304.00 306.67

黄坊乡 855.47 824.27 883.00 896.00 926.66

合计 8307.07 8025.68 8765.88 9106.68 9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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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3-2017 年种子组合及制种类型分布情况　（hm2）

年份

（年）

制种组合 制种类型

三系组合 两系组合 春制 中制 秋制

2013 7190.73 1116.34 1237.07 4690.73 2379.27

2014 5521.33 2504.35 1243.35 4349.00 2433.33

2015 4361.53 4404.35 1113.35 5112.73 2539.80

2016 4473.73 4632.94 1266.67 5253.33 2586.67

2017 3899.80 5433.54 1266.68 4933.33 3133.33

1.3　生产模式更加科学　建宁县特有的自然生态

环境条件生产的种子不但具有产量高、质量优、效

益好的特点，而且也有利于满足农户对不同制种类

型的需求或选择，做到科学合理规划，根据三系、

两系组合亲本特征特性因地制宜地示范推广春、

中、秋（烟后）制种类型，做到三系、两系组合齐头 
并进。

1.3.1　春制　抽穗扬花期在 6 月下旬至 7 月上

旬，后茬（第二季）可以安排种一季制种（水稻），

即“种—种（稻）”，以溪口镇、里心镇、黄坊乡为中

心，2013-2017 年全县累计落实面积 6127.12hm2 

（表 2）。
1.3.2　中稻制种　抽穗扬花期在 7 月下旬至 8 月

上旬，适合一些生育期较长的组合，后茬可以安排

栽培泡菜或其他作物。以里心镇、濉溪镇、黄坊乡、

溪口镇为核心，2013-2017 年全县累计落实面积

24339.12hm2（表 2）。
1.3.3　秋制（烟后制）　抽穗扬花期安排在 8 月底

至 9 月上中旬，适合一些生育期较短的组合，前茬种

烟或制种，即“烟—种”或一年“两季制种”，既能解

决烟种争地矛盾，又能提高单位面积复种指数，节约

土地，增加农民收入。以均口镇、黄坊乡、溪源乡、客

坊乡、黄埠乡、伊家乡等为中心，2013-2017 年全县

累计落实面积 13072.4hm2（表 2）。

2　建设成效明显
2.1　制种基地规模化水平提升　2016 年全县落实

制种面积 9106.67hm2，生产优质商品种子 2980 万 kg，
直接产值达 4.47 亿元，带动建宁县农民增收 1 亿

元以上。2017 年落实制种面积 9333.34hm2。历经

40 年发展，杂交水稻制种产业已成为支撑当地农

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被誉为“中国

杂交水稻制种第一县”，冠有“北有张掖，南有建宁” 

之称。

2.2　制种基地标准化水平提升

2.2.1　突出适应机械化作业的需要整合粮食产能、

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　统筹规划制

种区的土地平整、地力培肥、农田水利、田间道路等

工程建设，做到种子生产基地“路相连、沟相通，旱

能灌、涝能排”，稳步提高基地防灾抗灾减灾能力，实

现高产稳产。2013-2017 年投资 1 亿多元，在溪口、

里心、濉溪和黄坊等乡（镇）建设高标准制种基地 
4666.67hm2。

2.2.2　开展国家种子标准化示范县基地建设　

重点落实新品种繁育制种丰产和标准化栽培等技

术，配套组装软盘育秧、抛秧栽培、配方施肥、机耕、

机插、机防、机收、机烘等技术。2013-2016 年建立

杂交水稻制种标准化核心基地 2000hm2，示范片面

积 5333.33hm2，示范区平均增产种子 21kg/667m2。

2017 年继续推广杂交水稻制种种子标准化示范基地 
2000hm2。种子标准化的实施规范了制种户的技术

行为，提高了制种产量与质量。

2.2.3　创建“建宁水稻种子”品牌　2015 年 12 月“建

宁水稻种子”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获国家工商总

局审核通过，是全国水稻类唯一一个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本县种子企业及合作社的种子加工、仓储设施，

统一使用“建宁水稻种子”标识，带动种子企业创建

自主品牌，形成“企业品牌 + 区域品牌”的品牌一体

化发展，提高企业品牌和区域品牌信任度、知名度、美 
誉度。

2.2.4　示范推广母本授粉后适时割除父本技术　

杂交水稻制种授粉后割除父本，能有效改善田间通

风透光、减轻病虫害发生等，提高种子产量与质量。

2016 年建立杂交水稻制种授粉后割除父本技术示

范片 66.67hm2，带动全县推广母本授粉后割除父本

面积 1466.67hm2。2017 年示范推广母本授粉后割

除父本面积 2000hm2。

2.3　种子基地产业化水平提升

2.3.1　启动建设建宁县杂交水稻种子产业园　产业

园规划面积 20hm2，其中塔下核心区面积 15.33hm2，

2015 年 6 月动工建设，目前园区五通一平已快完

成，土地平整、园区道路、护岸护坡、水、电、污水管

网等基础建设完成投资 4500 万元，建宁县种业科

技中心即将投入使用。产业园招商工作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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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禾丰种业、天力种业、六三种业等企业入驻，

其中六三种业助家井仓储加工中心已建成，禾丰种

业、天力种业入驻产业园项目已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开工建设，目前仓储设施项目建设正在有序进 
行中。

2.3.2　加强育种科研基地建设　建立省级建宁水稻

品种区域试验站、建宁县水稻（制种）新品种展示基

地、禾丰种业原原种繁育基地、农嘉种业科研试验基

地等育种科研基地 30hm2，禾丰、华安种业等在本县

设立了院士专家工作站，2016 年“6.18”项目成果交

易会上正式授牌“省级工作站”。

2.3.3　龙头企业培育取得突破　禾丰种业被列入福

建省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省级“育繁推一体

化”重点发展企业，挂牌上市工作正有序推进。

2.4　制种全程机械化水平提升

2.4.1　推进种子产业机械装备升级　重点是推进机

耕、机插、机防、机收、机烘等环节的制种全程机械化。

2016 年全县示范推广制种母本机插技术 666.67hm2，

综合农机化率达 73.3%，较 2015 年提升了 2.1% ；2017
年每个乡（镇）建立一个百亩以上母本机插示范片，辐

射带动全县推广母本机插 2000hm2 以上。

2.4.2　提高种业生产组织化程度　培育制种、农机、

植保专业化服务组织，2015 年组建了闽赣省际农

机植保综合服务中心，集农机展示、销售、培训、维

修、作业及农资配送服务为一体，可为建宁及周边

地区农业生产提供机耕、机插、机防、机收、机烘等

综合服务 6666.67hm2 以上。2016 年建设里心镇精

准农机专业合作社，是一家集工厂化育秧、机插、植

保、烘干、存储、收购等为一体的农机专业合作经济 
组织。

2.4.3　开展制种病虫害统防统治　截至目前，全县

已组建病虫害专业化防治组织 7 个，有 4 个专业化

防治组织拥有农用航空器，2016 年全县水稻病虫害

专业化统防统治面积 6666.67hm2，防治服务涉及全

县 28 个行政村。2017 年引进智能植保无人机，大

大提升了制种机械化防治水平。

2.4.4　推广烤烟房烘干种子技术　2016 年全县示

范推广烤烟房烘干种子技术，改造烤烟房 977 座，既

能解决种子烘干问题，又能提升种子质量。2017 年

继续改造 1700 座烤烟房，实现全县所有烤烟房都能

用于烘干种子。

2.5　种业管理水平提升

2.5.1　建设种子质量检测中心　设有常规指标检

测室和分子检测室，配备先进的检测仪器设备，可

开展农作物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水分 4 项指标

常规检验和转基因检测、DNA 鉴定；可对建宁县 
1 万 hm2 制种基地进行种子质量监测，保障基地生

产和种子质量安全。

2.5.2　建设种子信息中心　建设国家级制种基地信

息化管理与服务云平台，包括基地监管系统、资源信

息系统、生产管理系统、社会化服务系统和种子电子

商务交易系统，设有管理控制中心、中心服务器、大

型拼接屏幕等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高基地的

信息化管理和应用水平。

2.5.3　建设种业文化展示中心　设有制种基地电子

沙盘、物联网应用 LED 大屏、杂交水稻种子文化馆、

建宁特色农业展示馆和制种流程实景展示等内容，

突出体现“建宁中国稻种第一县”的主题，集中展示

建宁种子产业的发展成果和品牌文化，是青少年科

普教育基地。

2.6　制种农民职业化水平提升

2.6.1　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积极引导扶持

制种农户组建种子生产专业合作社，全县已组建种

子专业合作社 40 家，涌现出一批示范效果强、辐射

带动能力强的新型经营主体，其中文军种子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丁绍文同志入选为福建省第二批优秀人

才“百人计划”人选。

2.6.2　创新培训方式　采取异地研修、集中办班、

现场实训和分户指导等方式，开展种子生产实用技

术培训、科技下乡、种子生产经纪执业资格培训等活

动，逐步建立稳定的村级保险员和职业化制种农民

队伍。目前全县参与制种农户有 2.35 万户，占农户

总户数的 70%，已组建种子专业合作社 40 家，培育

制种经纪人 153 人，配备了 93 名村级制种保险员，

培育各类新型职业农民 1200 名，认定了制种、农机

等新型职业农民 560 名。

3　存在主要问题
建宁县国家级制种基地建设虽取得了一定成

绩，但在“五化”基地建设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主

要表现为：基地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

力不强；种业产业化程度不高，本地龙头企业实力不

强；信息化水平较低，管理手段滞后；产业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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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低，市场体系不健全等。

4　工作主要做法
4.1　强化组织领导　落实目标责任

4.1.1　成立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　由县长担任组长，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

任副组长，成员由县委办、政府办以及发改、财政、农

业、水利、国土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各乡（镇）相

应成立基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明确

目标任务，签订工作责任书，制定考评奖惩办法，层

层落实责任，落实工作措施，为强力推进中国稻种基

地建设提供组织保障。

4.1.2　制定了扶持种业发展的配套政策措施　出台

了一系列基地规范化管理文件，多次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部署建设国家级制种基地、推进种子产业发展

相关事项，将种子管理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解决了县种子管理站编制和人员扩编问题。搭建种

子产业发展平台，启动建设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产

业园，引导种子企业、育种科研单位、科研项目向园

区聚集，促进基地与企业、一产二产三产的深度融

合，推动种子产业发展。

4.1.3　加大地方财政投资力度　2015-2017 年县财

政累计投资 4000 万元用于种子产业园征地、园区

道路、供（排）水管网及护岸建设。2015 年由财政承

接并负责投资收益支付，获得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

金 3000 万元用于种业科技中心及产业园基础设施 
建设。

4.2　科学编制规划　做到合理布局

4.2.1　把种子产业列入全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

长期规划　根据经济和农业发展形势适时进行修

订调整，编制好《建宁县种子产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

4.2.2　编制了《建宁县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

地发展规划（2015-2020 年）》　建宁县是全国第一

个制定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建设规划的

县，明确今后一段时期内建宁县国家级杂交水稻种

子生产基地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转型提升方向，

提出种子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和建设内容。

4.2.3　制定了《建宁县 2015-2017 年国家级杂交水

稻种子生产基地建设实施方案》　全面落实中央、省

市关于种业创新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和落

实省人大《关于支持三明市发展杂交水稻制种基地

的建议》（建议第 1671 号），提出“2015 年迈大步、

2016 年见成效、2017 年成示范”的工作目标，明确

了年度工作任务和责任分工，并抓好组织实施。

4.2.4　《建宁县杂交水稻种子产业园建设规划

（2017-2020 年）》的规划编制工作即将完成　做好

制种区域规划布局，根据全县各地的地理气候特点

和稻作模式，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严格要求种子企

业按照种子生产许可证规定的生产地点、品种、面积

安排生产，避免制种田插花串粉，保证种子生产安

全。

4.3　创新工作机制　提升保障能力

4.3.1　严格制种产地检疫制度　加强种子生产过程

疫情监控，确保建宁县杂交水稻种子生产无疫情发

生。县植保植检站严格按照各种业公司年初申报的

组合、面积及地点开展产地检疫，确保制种产地检疫

率 100%。

4.3.2　落实好制种保险政策　2016 年福建省农业

厅、财政厅、人保财险公司等三部门联合出台了新

的水稻种植（制种）保险政策，制种保险实行独立

投保，保险金额 1200 元 /667m2，保费 84 元 /667m2。

2016 年全县制种投保面积 6866.67hm2，保险金额

866 万元，制种因灾理赔面积 853.34hm2，理赔金额

达 1085 万元，受益农户 4704 户。2017 年继续加大

投保力度，力争制种保险覆盖面达 95% 以上。

4.3.3　发挥种子协会自律作用　2016 年 7 月，召

开了建宁县种子协会第七次会员大会，对在本县依

法生产的种业公司、经纪人及合作社负责人全部吸

收为会员，并选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落实种子协

会职责：充分发挥协会的协调、服务、维权、自律作

用；加强对企业的服务，组织开展企业间、企业与科

研单位间的交流与合作；加强行业自律，规范企业

行为，开展种子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帮助企业做大 
做强。

4.4　严格依法制种　强化监督管理

4.4.1　部门责任落实到位　2015 年以来县政府把

种子生产和基地管理工作列入年度单项考评，与 9
个乡（镇）签订了“基地管理工作责任书”，建立激励

考核机制，加强关键节点工作的督促检查。

4.4.2　强化种子质量提升制度建设　近年来，随着

入驻种业公司、制种新组合、制种面积及制种农户

不断增加，种子生产的矛盾纠纷时有发生。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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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县先后制定了《建宁县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

地管理办法》《杂交水稻种子生产矛盾纠纷调查排

处办法》《杂交水稻制种田间质量监控检验程序》

《杂交水稻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管理试行办法》等规

范化管理文件，为基地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和法规 
保障。

4.4.3　规范生产经营许可证办理制度　根据《福建

省农业厅关于办理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通

告》（[2015]11 号）的文件精神，按照简化程序、提高

效率的要求，结合本县实际情况，严格规范农作物种

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受理、审核等有关事项的

办理工作，并将材料及时上报省厅，获得省内外种子

企业的一致好评。2016 年有 63 家种业公司依法办

理生产许可证。2017 年严格按照新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种子法》和《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 4 类备案主体（持证企业设

立的分支机构、受持证企业书面委托生产其种子的、

受持证企业书面委托代销其种子的、专门经营不再

分装的包装种子的种子企业）依法实行网上备案管

理，目前生产备案主体已达 67 家。

4.4.4　加强种子生产合同管理　每年组织召开由

种子企业、制种经纪人等参加的“杂交水稻种子生

产管理”工作会议，要求种子企业和制种经纪人与

制种农户签订规范的种子生产合同，严格落实种子

企业和制种经纪人诚信管理制度，要求种子企业和

制种经纪人做到“五个百分百”，即做到 100% 申报

备案登记、100% 制种持证生产、100% 签订规范

的种子生产合同、100% 建立种子生产档案、100%
申报制种产地检疫，并建立黑名单制度。

4.4.5　种子执法力量加强　为督促《杂交水稻种子

基地管理责任书》等相关内容的落实，每年的上半年

和下半年对全县 9 个乡（镇）的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工

作落实情况进行巡查督查，同时协调农业、公安、市

管等部门的执法力量，开展联合办案、专项治理，严

厉打击无证生产、抢购撬购、套牌侵权等违法违规行

为。配合省种子总站对种子企业的种子质量进行质

量抽检，对种子企业生产销售的品种、试制示范的新

品种、区试展示的新品种等开展转基因抽样监测，严

厉打击农作物转基因非法扩散行为。

5　未来发展方向
5.1　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扶持　基地建设要围绕“规

模化、标准化、产业化、机械化、信息化、职业化”等

目标，积极对接好中央和省市种业扶持政策，做好项

目策划申报，积极争取更多项目资金支持。

5.2　加快种子产业园建设　以国家级杂交水稻种

子生产基地为基础，依托龙头企业带动，聚集现代生

产要素，建设“生产 + 加工 + 科技”的现代种子产业

园，发挥技术集成、产业融合、创业平台、核心辐射等

功能作用，集中建设产业园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体

系，推动种业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增值。争取省市支

持推进建宁县杂交水稻种子产业园列入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平台。

5.3　加强科研育种基地建设　要充分发挥科研、育

种及企业的科研技术力量优势，重点开展水稻新品

种、制种新技术的展示示范，做好水稻育种新材料的

繁育、收集与保存，力争到 2020 年培育 2~3 个育繁

推一体化种子企业，把建宁打造成为全国杂交水稻

科研、育种及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展示基地。

5.4　加快制种农机农艺融合步伐　当前农村从业

劳动力紧缺且年龄结构极不合理，要抓住制种机播、

机插、机防等关键环节，通过制种示范基地辐射带

动，开展制种母本机播、机插、机防及烤房烘干种子

等技术的推广应用，全面提升制种全程机械化水平，

增强产业发展后劲。

5.5　加强基地监管服务水平　县级种子管理机构

的人员在逐年减少，而基地面积在逐年扩大，必须要

真正解决好种子基地监管与服务的人员结构问题，

才能有效提升种子管理机构执法水平。要充分发挥

种子协会作用，完善管理制度，制定行业自律行为规

范和诚信制度，开展信用等级评价。

5.6　深化水稻种子品牌创建　首先是要宣传好品

牌，“建宁水稻种子”是水稻类第一个国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采取宣传牌、网络媒体等多渠道、多形式

宣传，提高建宁水稻种子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其次要保护好品牌，建立健全“建宁水稻种子”标准

体系和运用机制，真正让“建宁水稻种子”发挥其特

定地域、特定品质的品牌效应。

5.7　延伸种子产业功能　打造水稻制种观光田园、

农事休闲观光体验庄园，建设杂交水稻种子科普

（文化）馆，举办杂交水稻种子发展论坛等形式，提

升杂交水稻种子产业的价值，拓展增效增收空间。

（修回日期：2018-0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