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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县农作物种业发展调研报告
李世锋　张新田　李春艳　王志成　豆春蕾　张立强　高圣志

（陕西省陇县种子管理站，宝鸡 721200）

摘要：陇县作为一个农业县，是陕西省内渭北旱塬粮、油生产区，曾经是全省农作物种业强县，种子产业在全县农业结构调

整、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县域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国家种业体制改革的开展，种业在推进全县现代农

业发展中的作用有所减弱，为了进一步推动陇县种业创新发展，提升种业在县域经济的作用和地位，通过调研全面掌握陇县种

业发展现状，找出存在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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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

为我国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农业持续稳定发展提

供了根本性保障。良种作为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

料，是农业科学技术进步的主要载体，也是改善农作

物品质、提高农作物产量、提升农业生产能力和整

体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最简捷的途径。近年

来，陇县把种子产业作为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

入、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首要措施来抓，大力推

广良种，使农产品产量和品质有了大幅度提高，种业

在推进全县现代农业生产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

凸显 [1]。为了进一步全面掌握陇县农作物种业发展

现状，找出农作物种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当前面

临的形势，研究陇县农作物种业创新发展的方法，

以加快推进全县农作物种业发展，工作人员深入陇

县各相关种子管理部门、企业、经销户及重点农户，

对陇县农作物种业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 
研究。

1　发展现状
陇县隶属于陕西省宝鸡市，位于关中平原西

部、渭北黄土高原的南端，年平均气温 10.7℃，降雨

量 600.1mm，无霜期 198d，全县人口 27.28 万人（农

业人口 24.10 万人），主要生产小麦、玉米、油料、豆

类等作物，是陕西省内渭北旱塬粮、油生产区。

1.1　种业管理机构　陇县种子管理站现有干部职

工 8 人，主要承担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种子法规、方针

和政策，管理县内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试验和推

广，负责辖区种子质量检验、监督、认证和标准化管

理，建立了完善的种子经营备案溯源制度。

1.2　市场执法机构　陇县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

作为全县农资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负责全县种子、农

药、肥料、兽药饲料等执法工作，有持证执法人员 10
人，主要负责市场执法环节，全县种子管理总体步入

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1.3　经营主体情况　陇县有种子企业 4 户，种子经

营基层门店 120 余户，从业人员 300 多人，主要采取

委托经营的形式，经销科研单位、种业公司推广的成

熟品种，不具备种子科研能力和育种条件 [2]。

1.4　品种区域试验站建设　陇县建有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旱地农作物试验示范基地、宝鸡（陇县）农作

物新品种区域试验站，由陇县种子管理站负责日常

管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定期开展技术协作和

交流。试验站占地 43340m2，总投资 500 多万元，试

验站生产和生活设施完备，晾晒场、生产道路全部硬

化，建有水肥一体化喷灌设施及物联网监控测报系

统，拥有农业机械10多台套，检验检测仪器15台件，

是省级规范化试验站。

1.5　供种保障能力　陇县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发展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建设，开展玉米、油菜、高

粱等杂交种子和小麦、绿肥牧草等常规种子的生产

繁殖，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种子生产管理繁育体系，现

主要生产小麦种子，年产良种 280 余万 kg，是宝鸡

地区山旱地小麦良种繁育基地和集散地。

2　存在问题
2.1　种子管理队伍人员断层　陇县种子管理部

门 8 名技术干部中，50 岁以上 2 人，45~50 岁 2 人，

40~44 岁 3 人，30 岁以下 1 人，年龄结构断层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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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院校毕业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匮乏，面对庞大

的种子市场和繁重的管理任务，无法适应形势发展

的需要。

2.2　经费严重不足　陇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县财政

没有将试验示范经费列入预算，试验站市级配套资

金也未能及时拨付，导致工作开展受限制，每年只承

担省、市级试验任务，对众多新、优、特品种引进、试

验、示范不够全面，无法满足全县特色农业发展需

求。

2.3　种子行业监管乏力　由于种子行业全面深化

改革，种子经营准入门槛低，基层经营门店数量多，

专业化程度低，导致监管相对乏力 [3]。大多数经营

门店人员缺少专业知识，技术服务不到位，一定程度

上造成种子质量纠纷频发，引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3　对策
3.1　加大法律法规宣传力度，规范种子经营市场　

种子管理和执法部门要利用多种形式宣传和普及

《种子法》及相关农业生产技术，对从业人员加强种

子法律法规知识和种子生产、加工、贮藏等技术培

训；对群众做好维权宣传，逐步提高群众的自我保护

意识。

3.2　加强种子管理队伍建设，提高种子管理人员素

质　农业部门要加强种子专业技术人员配备，充实

种子管理队伍；加强业务学习和培训，采取请进来、

送出去多种形式，提高种子管理人员业务技能 [4]。

3.3　加强种子经营管理，严格制度落实　农业部门

要加强种子信息调度和宏观调控，建立种子风险评

估和预警机制；加强种子经销户技术培训，提高对经

营品种真实性、品种纯度及品种特性的认识，增强服

务能力，切实维护农民利益 [5]。

3.4　加大市场执法检查，采取检打联合　执法部门

要抓住春耕秋播等关键节点，加强镇村基层门点种

子市场执法检查；种子管理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抽

检，拓宽覆盖面，及时上报检测结果，实行检打联合，

确保种子质量源头管理安全可控。

4　建议
4.1　切实加强种子市场监管　农业部门要坚持公

开、公正的原则，引导种子企业创新机制，建立完善

的种子质量控制体系，推进种子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建设，构建规范、公正、公开、开放的种子市场，促进

种子生产经营规范有序。

4.2　创造良好的软硬件环境　农业部门要扶持培

育种子龙头企业，按照市场配置资源进行资源重组

和资本运营，促进本地种子产业的规模化、集团化发

展。种子管理部门要严格规范种子生产技术规程，

提高品种审定、品种保护、质量检验、转基因检测、信

息发布等方面的技术支持和服务能力。

4.3　整体提升企业的实力　陇县种业必须改变目

前分散的、小规模的区域经营模式，通过科研、生产、

经营的强强联合，打造本地种子企业品牌，增强市场

竞争能力。政府要鼓励和扶持、引导企业的专业化

发展，促进种子加工、贮藏、包衣、包装新技术的研发

和推广，逐步形成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本土种子

企业。

4.4　实施行之有效的政策扶持　要利用农业专项

资金，扶持重点优势种子企业，积极探索种子生产经

营政策性保险和风险基金制度，设立种子收购及储

备资金，建立布局合理、相对稳定集中的种子生产基

地，提高制种组织化、专业化水平，降低制种风险，确

保用种安全。

通过此次种业调研活动，从科技创新能力、市

场竞争能力、供种保障能力、市场监管能力等方面，

全面细致地掌握了陇县种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陇县种业未来发展的指导性意见，为全面

支撑“3+X”工程，助推陇县乡村振兴，实现种业未来

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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