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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东台市种苗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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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台市地处江苏中部沿海地区，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瓜果蔬菜、甜叶菊重要产区，伴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农

业生产专业化、细分化，种苗需求潜力和发展空间越来越大。在调研东台种苗产业现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当前发展的制约

因素，从强政策、抓科研、促革新、融三产、创品牌、建园区等方面，对东台市今后现代种业发展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出了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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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市地处江苏中部沿海地区，是全国重要的

商品粮基地和瓜果蔬菜、甜叶菊重要产区，常年种植

水稻 40hm2、瓜果蔬菜 80hm2、甜叶菊 2.0~6.67hm2，

伴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专业化、细分化，本

地和外地的种苗需求潜力和发展空间越来越大。目

前，全市已发展种植业、园艺业种苗经营主体近 300
家，实现年产值达 1 亿元。近年来，随着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深入，高端种苗需求日益旺盛，种苗产

业发展的水平已经成为体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农

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东台种苗产业也成为当地与

休闲观光农业、互联网农业并重的 3 个新的农业“增

长极”。因此，推进现代种苗产业提升和技术革新，

已经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引领东台现代农业持续发展

的重要方向。

1　种苗产业发展特点
1.1　种苗产业发展速度较快　目前，东台市的种苗

行业发展主要集中在瓜果蔬菜、水稻、甜叶菊、花卉、

林木种苗等产业。从 2000 年左右开始，随着水稻机

插秧的大力发展，水稻商品化育秧发展迅速，截至

2017 年末，全市拥有 0.3hm2 以上水稻集中育供秧基

地 212 个，总面积 89.73 hm2。2006 年首家瓜果蔬菜

集约化、工厂化育苗企业华盛种苗公司成立；2008 年

上海种业集团与本市仙湖农业示范园投资兴办粒粒

丰种苗中心，标志着现代种苗产业进入发展快车道；

2017 年纳盛特甜叶菊公司落户东台，加快了甜叶菊

种苗生产向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种苗发展，全市

种苗产业迎来了暴发性增长，东台市甜叶菊种苗年

产 15 亿株，向全国输出 10 亿株，技术辐射新疆、内蒙

古等甜叶菊主产区 7hm2，占全国总面积的 30% 以上。

1.2　企业种苗装备比较先进　目前，主要骨干种苗

企业不断加大现代种苗装备投入。东台市粒粒丰种

苗中心已建成钢结构育苗车间 1100m2，连栋温室大

棚 4.128 万 m2，年生产各类蔬菜、瓜果、高档花卉苗

2 亿多株；2014 年为提升育苗能力，扩大育苗范围，

投资 400 多万元建立了 800m2 的组培车间，主要开

展马铃薯、草莓等组培种苗扩繁，年可产组培苗 300
多万株。纳盛特公司正在弶港镇投资 1 亿元建设面

积为 153.33hm2 的甜叶菊示范基地，项目分二期建

设，一期工程启动 73.33hm2 的繁育和示范区建设；

二期工程规划建成 80hm2 的甜叶菊烘干和自动化栽

培收割作业示范基地。

1.3　种苗生产模式理念较新　目前，全市种苗已经

基本建成了从引种示范、筛选推荐、观摩推广、合同

预约、购种播种、苗床管理、炼苗出圃、售后服务一条

龙的“推广－生产－管理－经营”体系。五烈金满

穗种苗公司在推进商品化育秧过程中，采用“1+N”

育秧模式，将机插秧分为出苗和育秧两个阶段，其中

从浸种到出苗阶段采用工厂化作业，出苗后向其他

经营主体转运，节约了成本，实现了水稻育秧专业

化、社会化、规模化发展。东台市绿丰园艺有限公司

推进花卉种苗线上交易与线下交易融合发展，扩大

了花卉种苗的销售半径。

1.4　种苗现代技术研发基础较好　现代种苗发展

关键靠技术创新。在推进种苗行业发展过程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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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大产学研联合，提高种苗企业科技原创能力。

目前粒粒丰种苗拥有科技人才 9 人，先后参与研发

制定了 15 种园艺作物工厂化育苗技术规范和种苗

商品标准。纳盛特甜叶菊种苗公司与中国科学院、

南京农业大学合作，引进 128 个甜叶菊新品种开展

试验示范，进行适应性规模化生产，优选甜叶菊新品

种，提高甜叶菊产量和品质。

2　种苗产业制约因素
2.1　标准化、规范化生产程度不高　东台市各类种

苗企业达 300 多家，年产 500 万种苗以上的企业有

20 家，中小型种苗企业占 90% 以上，这些中小型企

业标准化、规范化生产程度普遍不高，多采用中、小

棚育苗，种苗生产事故时有发生。据 2018 年不完全

统计，因各种原因引发的事故达 10 多起，其中，有因

水稻育秧揭膜不及时烫伤秧池的，有因水稻育苗基

质问题损毁秧池的，有因西瓜育苗用药问题引发矛

盾的。这些生产事故的发生严重挫伤了种苗生产者

的积极性，对中小型育苗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有的

小型育苗坊因一次事故就无法再继续生存下去。

2.2　劳动力成本高，机械化应用程度不高　全市工

厂化育苗企业有 8 家，其中，政府扶持的粒粒丰、金

满穗、农萃等公司采用的是机械化育苗，现代化程

度较高，其他中小型育苗合作组织以人工操作为主。

例如：西瓜嫁接育苗属劳动密集型工作，需要大量的

熟练工进行手工操作，其机械化应用程度普遍不高，

受用工和技术的限制，育苗企业和合作组织的劳动

力成本大大提高。

2.3　种质种苗研发创新力度不够　东台市中小企

业瓜果蔬菜育苗大部分仍采用大棚，水稻育秧大部

分采用小拱棚甚至地膜覆盖，育苗企业设施偏简陋。

除甜叶菊种苗有自主选育的江甜 1 号、江甜 2 号品

种外，其他瓜果、蔬菜、花卉等品种均为外来品种，长

远来看受制因素较多；水稻育秧公司当前仅金满穗

种苗公司和江苏惜禾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了

优质稻米，其他瓜果蔬菜企业（除育苗企业仅限于

育苗外）没有很好地将一、二、三产业融合，无法形

成全产业链模式，不利于种业产业园的建设和育苗

企业的长久发展。

3　种苗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3.1　注重种苗产业规范管理　本市种苗生产面积

大、覆盖面广、品种多，但是当前均未领取种苗生产

经营许可证，亟待省出台相应的农作物种苗生产经

营许可管理办法，使种苗的生产经营许可有法可依，

依法生产经营。同时，打造优质种苗品牌企业，创树

放大东台西瓜、浩瑞甜叶菊两个高端农业品牌，以品

牌带动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

3.2　注重三新技术的研究应用　组织专题研究，多

方合作，加强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加快种质

资源的开发和创新，有针对性地引进、试验、示范切

合本市现代种业产业发展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

式，通过品种、技术、模式的创新解决发展中遇到的

难题，为全省现代农业发展探索成功之路。

3.3　注重种业园区建设　多方打造，加强有品种、

有规模、有产业、有形象，能更好地带动当地农业发

展和乡村振兴，形成地方特色的全产业链模式的种

业园区建设。进一步强化五烈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功

能整合，彰显优质稻米全产业链功能，启动提升稻米

深加工线，打响“东台大米”品牌，提升园区效益和

形象；进一步加快 G344 两侧谷雨现代农业（甜叶菊

产业）园区建设和 S352 农业示范带西瓜种苗中心

提升建设，形成供苗、栽培、收购加工一条龙产业链。

3.4　注重种苗机械装备更新　进一步加大种苗机

械研发的力度，如嫁接育苗机器引进示范自动化、智

能化农机装备，进一步提升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

水平，探索引进应用种苗嫁接机，突破西瓜产业重点

环节机械化。与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等实施“企

业 + 高校 + 园区”攻关模式，力争在甜叶菊产业种

苗繁育环节取得突破，实现机械化、智能化育苗。

3.5　注重种苗产业延伸发展　按照“多产业融合、

多层级增值、链条式发展”的理念，加大种苗产业农

业科普、休闲观光等业发展，着力强化东台西瓜、甜

叶菊种苗产业从西瓜种苗繁育向标准化技术研发、

农旅融合、品牌推广、大数据开发等发展，实现全产

业链开发、全程绿色生产。同时，加强不同种苗行业

间合作，减少种苗生产空档期和淡季，提高种苗设备

利用率，实现种苗周年生产。

3.6　加大财政支持扶持力度　进一步加大科技创

新和现代种业专项投资力度和普及率，惠及中小型

育苗合作组织，以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为

手段，提升全市种苗竞争优势，扩大种苗覆盖延伸范

围，将种苗产业打造成引领本市现代农业发展的新

引擎，带动实现乡村振兴的典范，同时，加强农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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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概述
杜　郁　鲍　聪

（河北省种子管理总站，石家庄 050031）

摘要：近年来，河北省把打造种业强省作为建设农业强省的重要支撑，全省现代种业框架基本形成，整体实力明显提升，助

推现代农业发展作用日益显现。通过综合阐述发展成效，列举工作措施，分析存在问题，提出了推进种业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

为进一步加强种业发展工作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河北省；种业；发展

近年来，河北省把打造种业强省作为建设农业

强省的重要支撑，切实发挥品种在种植结构调整中

的决定性作用，瞄准高效特色种业，培育壮大种业龙

头，建设南繁指挥前哨，加强种子市场监管，全省现

代种业框架基本形成，整体实力明显提升，助推现代

农业发展作用日益显现。

1　种业发展工作主要成效
1.1　良种育繁推取得新突破　良种培育步伐加快，

2016 年河北省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达到 108 个，省

内育成品种占比达 80% 以上。杂交谷子、节水小麦

品种培育取得突破性进展。品种试验能力提升，省

级试验区组达到 33 个、试验品种 704 个，形成覆盖

不同生态类型区的试验网络。良种繁育推广能力增

强，主要农作物繁种面积达到 5.1 万 hm2，每年可供

种 3.61 亿 kg，国家级、省级和京津冀等多层次新品

种展示示范起到良好的引领作用，主要农作物良种

覆盖率保持 98% 以上。区域协作取得新进展，京津

冀品种联合试验和审定机制初步形成，覆盖小麦、玉

米和水稻 3 类作物，参试品种 51 个，首批 9 个小麦、

玉米品种在 2017 年内提交审定。南繁基地建设取

得重大突破，在三亚设立河北省南繁指挥部，建成省

级南繁基地 22.4hm2，14 家单位的 66.7hm2 南繁用地

列入国家南繁核心区，初步形成统筹全省育种资源、

加快育种步伐的大平台，使南繁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1.2　特色种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　河北的杂交谷

子、马铃薯、节水优质小麦、优质抗虫棉、甜糯玉米、

甘蓝以及部分瓜菜等特色种业育种和产业化开发处

于全国领先水平，带动特色产业快速发展，为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新空间。雪川农业、张家口

弘基、河北巡天、国欣总会、华穗种业等特色龙头企

业迅速壮大，成为种业生力军。河北省拥有大中型

马铃薯种薯企业 20 余家，每年产脱毒微型种薯 1.6
亿粒，占全国微型种薯 10% 以上；“张杂谷”系列谷

种在 14 个省区累计推广 133.3 万 hm2 以上；国欣总

会发展为全国最大的棉种企业，每年销售额 1.3 亿

元；华穗种业甜糯玉米种子经营量超过 100 万 kg，
销售额 3000 万元，位居全国第 3 位；甘蓝种子企业

24 家，每年销量 40 万 kg，销售额 2.4 亿元，占全国

年用种量的 70%，成为国内甘蓝种子“风向标”。

1.3　种业整体实力显著增强　河北紧紧抓住种业

制度的创新核心，坚持市场导向，培育现代种业龙

头。全省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企业 241 家，注

册资本 35 亿元，销售收入超过 38 亿元。以企业为

核心的良种育繁推一体化格局正在形成，企业在省

级审定品种中占比超过六成，成为品种创新主力军，

三北种业、国欣总会、雪川农业、河北巡天 4 家企业

险对种苗生产的支持力度，引导探索开展种苗保险

业务，化解种苗企业生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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