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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县油菜制种产业现状与发展对策
裴　刚 1　祁海东 2

（1 陕西省勉县种子管理站，勉县 724200；2 陕西省勉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勉县 724200）

摘要：勉县是汉中市国家油菜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核心县，是国家油菜制种奖励大县。对勉县油菜制种产业发展的优势、

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判和总结分析，提出了在充分利用发展优势的前提下，抢抓发展机遇，找准问题短板，统筹协调施策，做

大做强勉县油菜制种产业，振兴乡村促农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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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勉县是杂交油菜制

种的优势生态区，也是汉中市国家油菜区域性良种

繁育基地核心区（2017 年汉中市油菜制种基地被农

业部认定为第一批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长

期以来勉县坚持把油菜制种的区域优势转化为产业

优势，通过“公司 + 基地 + 农户”模式，实施订单生

产，把小种子带入大市场，形成小农户、大产业的特

色规模化经营和农业市场化模式，带动了当地群众

增产增收，实现了兴一方产业、富一方百姓，成为汉

中基地面积最大、技术最领先、发展最强劲的油菜制

种大县。2020 年 6 月，勉县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国

家油菜制种大县，中央财政连续 3 年每年奖励 1000
万元。抢抓机遇，找准短板，精准施策，发展勉县油

菜制种正当其时。

1　勉县发展油菜制种的产业优势
1.1　自然生态优势　勉县地处汉中盆地西端，

北靠秦岭，南依巴山，气候温暖湿润，雨热同季，

利于油菜生长发育。油菜种植区多分布在海拔

500~950m 地带，油菜生长期间的最冷月（1 月份）

日平均气温 0.7~2.1℃，油菜开花期 4 月份日平均

气温 13.2~14.9℃，油菜成熟期 5 月份日平均气温

19.8~20.9℃ ；油菜全生育期间降水量 470~550mm。

适宜的气候条件不但有利于培育壮苗，而且对开花、

结角、灌浆、成熟十分有利，籽粒饱满，千粒重高，平

均产量水平较高，每 667m2 在 120kg 左右。勉县制

种优势基地分布在南部巴山北缘和北部秦岭南麓海

拔 900m 以下地区，多为浅山丘陵，呈带状分布，天

然的隔离条件优越，隔离成本非常低。同时，秦巴山

区生物资源丰富，传粉昆虫种类繁多，有利于油菜制

种杂交传粉结实。

1.2　制种规模优势　2019 年末，勉县油菜制种面积

达 946.7hm2，涉及 8 个镇 25 个村，有 15 年以上制种

经验的村达 19 个，群众基础良好。多年来“企业 +
基地 + 农户”的订单发展模式深入人心，老基地规

模大，管理水平高，技术落实好，制种产量高；新基地

后来者居上，发展势头迅猛。脱贫攻坚以来，油菜

制种以其门槛低、投入低、风险低、收入稳的“三低

一稳”特点成为贫困户聚集山区的主要农业生产类

型，也成为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发展的优质扶贫产

业。同时，制种生产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使

得制种生产成本相对得以缓慢提升，制种基地持续

扩大成为可能。

1.3　制种技术优势　20 世纪 90 年代初风靡全国

的油菜种子秦油 2 号在勉县最高产种量达百万公

斤之多，销往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1996 年汉

中秦油 2 号制种因母本微粉严重，导致 F1 种子纯

度没有达到当时的行业标准，30 多万 kg 种子被迫

转商，损失巨大。自 1998 年起，经过多年的研究攻

关，成功通过化控微粉技术，科学运用化学杀雄剂，

彻底解决了波里玛型不育系微粉危害这一世界难

题，制种技术体系得以成熟完善 [1]，此项技术推广 
至今。

1.4　政策支持优势　勉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在脱贫

攻坚精准扶贫期间，勉县的制种企业积极参与脱贫

攻坚产业扶贫，充分发挥油菜制种“三低一稳”特点

及对劳动力要求不高、农户易于接受等独特优势，带

动贫困户脱贫增收。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勉

县已将油菜制种列入产业扶贫优质产业，着力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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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制种的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模式。国家油菜区域

性良种繁育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和国家制种大县奖

励政策的落实，必将为勉县油菜制种产业的发展提

供持续发力、良性发展的支撑，有利于形成把小种子

带入大市场，把小农户融入大产业的特色规模化经

营和农业市场化模式，带动当地群众增产增收，为乡

村振兴增活力、拓广度。

2　勉县油菜制种产业当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　基地基础设施差　丘陵浅山的地形地貌特征

有利于发展油菜制种，同样也受制于该地形地貌，基

地能够配套的路、渠、井不到 30%，70% 以上的制种

田块基础水利设施不配套，生产运输依靠肩担背扛，

原始或年久失修的排灌设施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2.2　农业机械化水平低　油菜制种必需的带型种

植和规格栽培，使得当前人工育苗、移栽、收获成为

必然，整个生产环节除去整田外基本都依靠人工，相

对于水稻机插机收、小麦机播机收、种植普通油菜机

播机收，制种油菜属于劳动力投入较多型。同时，一

些广适型的制种播种、收获机械使用非常少，机械播

种的密度控制和机械收获对种子净度、芽率的影响

还有待研究。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节奏加快，打工

经济盛行，相对其他行业，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仍然偏

低，这是阻碍油菜制种产业做大做强最大的绊脚石。

2.3　土地碎片化居高　目前存在的农民承包土地

碎片化问题，是农村人多地少简单化平均主义分配

方式的结果。土地碎片化不仅导致耕地资源浪费，

田间路、渠、井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加大，农业劳动力

和机械生产效率降低，还阻碍了适度规模化经营和

产业化推进。根据对勉县老制种基地金泉镇拥新村

的调查，种植 2668m2 以上制种田，总收入达 6000 元

以上，相较于种植普通油菜增收 3000 元左右，增收

效果明显；而制种田面积不足 667m2 的农户全县占

比超过 40%，最少的不到 333m2，耕作成本高，产出

效益低。按当地群众的说法，几分田的制种田，留不

住人，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还要进行种植或者只种

父本，效益更低，成为“别扭田”。

2.4　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弱　勉县秋播自有十年九

淋之说，长时间的阴雨秋淋天气导致苗床化苗死苗现

象常有，亦或不能及时移栽大田、移栽苗质量不高等，

直接影响大田生产。每年 2-3 月初的春旱也不同程

度出现，直接影响油菜春季早生快发和抽薹初花，推

迟生育时期，严重春旱则影响种子产量和质量。

2.5　自主创新能力差，市场竞争力低　勉县的制种

企业都非种子生产经营持证企业，没有自有品种，都

是受四川、重庆、安徽、湖北、陕西关中等种业公司委

托订单式代繁代制，生产时交纳 10%~15% 的质量

保证金，收货后付款，质量检验第三方评估体系不完

善，长期存在生产风险。这种生产模式，所有的气候

风险、质量风险、资金风险、市场风险等都在受委托

企业，企业风险大而利润空间小。自主创新能力差，

没有自有品种，没有持证企业，没有加工企业，没有

市场发言权，竞争力低，长此以往，不利于制种企业

的健康发展和基地的有序扩大。品种权方和生产农

户就像制种企业的左右手，无论哪边有些许风吹草

动，企业都会面临不可预见的问题。

2.6　种子生产监管能力弱　在新一轮农业综合执法

改革过程中，勉县已成立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与农业

农村局实行局队合一，原县级种子管理站撤销，存在

了近 20 年的专业种子监管力量不复存在。行业管理

在生产备案、田间检验、转基因检测、种子质量抽检等

方面的技术优势和执法大队专司行政处罚威慑力强

的优势还需有效整合，发挥各自优势，在信息互通、齐

抓共管、优势互补方面的通力合作很值得期待。

3　勉县油菜制种产业发展建议
紧抓制种大县奖励资金建设机遇，围绕规模

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信息化的五化油菜制种

基地大县建设目标，立足当下，长远规划，做大做强

勉县油菜制种产业，振兴乡村促农增收。

3.1　加强基础建设，增强发展后劲　因地制宜，划

区分片，以最大努力和能力兴建、修缮农田水利设

施，达到井渠配套、支渠毛渠配套；增添抽灌设备，

使 80% 以上的田块涝能排、旱能浇；新建或整修田

间生产道路，保证农业机械和农事生产通达；依托项

目，实施制种田测土配方施肥行动，增施有机肥，培

肥土壤，提升地力。

3.2　提升机械化水平，提高生产效率　配套的田间

机耕、生产道路为适宜的油菜播种、收获、整田、机械

进田作业夯实基础。当前农业生产成本逐年上升的

原因除去生产资料持续上涨外，人工成本高是最大

的原因。依托项目实施，加大全机械化或半机械化

直播机械的引进和试验示范推广，推广小型精量播

种器，用机械化直播替代人工育苗移栽；使用小型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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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机，采用人工 + 机械的收获方式替代人工收获；全

面推广使用电动喷雾器，降低人工成本，提高效率。

3.3　补足产业短板，提升综合收益　目前，勉县的油

菜制种产业发展模式仅仅是企业左手搭上游公司，

右手连种植农户而完成的组织生产，处在种子产销

的近端，利益链的远端。依托奖励项目实施，建设汉

中农作物种业（油菜）加工中心，购置种子加工机械，

把生产、加工、仓储连接起来，延长产业链，增加收益

分配，打破“委托企业吃肉，受托单位喝汤，种植农户

闻香”的利益分配格局。制种油菜生产基地的田间

小气候和种子亲本固有的特性，使得制种油菜花期

长，且父本、母本花色各异，呈现的规则带状与浅山

丘陵本身具有的错落起伏地势叠加，层次鲜明，连片

种植景观气势宏伟，延迟了汉中平坝油菜花期，与汉

中主打的旅游品牌——最美油菜花海旅游文化节相

得益彰，把农业产业与农耕文化、自然生态相结合，促

进农旅融合，拉动消费需求，为农村发展注入活力 [2]。

3.4　鼓励土地流转，创新集约方式　多方共赢的发

展进程才能做大做强油菜制种产业。大国小农的基

本国情农情，只有发展多种形式规模化经营，培育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把分散的农户嵌入到大生产、大市

场中，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勉县

可发展制种面积超过 2700hm2，发展空间较大。当

前，农村土地确权已经完成，土地三权（所有权、承

包权、经营权）已明晰，政府应制定切实可行且更加

积极的鼓励政策和奖补政策，支持农业新型经营主

体大胆探索土地流转，把制种区域内无力耕种、不愿

耕种、常年撂荒、积极性不高的 4 类零散土地集约流

转；也可探索农户以土地或资金入股企业或合作社，

农民变股民；亦或由家庭为主的大户牵头承包散、

小户耕地，代耕代种代制，农事生产用工以当地群众

为主。通过土地流转、大户经营、土地入股、资金入

股等形式，将参与制种的农户与制种企业绑在一起，

拧成一股绳，成为共同体。创新的组织经营方式既

构建了种子企业与制种大户、专业合作组织、农民长

期的契约关系，又建立了集中连片、相对稳定的种子

基地，打造种子生产专业村或专业镇 [3]，实现一村一

品、一镇一业，还利于新技术、新机械的推广使用。

农户既领取入股分红，又参与生产增加 1 份劳务收

入，大大增加了农民收入。

3.5　支持创新发展，提高市场竞争力　长期以来，勉

县制种企业弱、小、散，凝聚力不强，进取精神不够，

没有具备竞争力的核心品种。依托奖励项目实施，成

立陕南油菜科技试验示范中心和汉中油菜高产制种

产业研究中心，统筹化学杀雄、轻简化农艺栽培、绿

色病虫防控、测土配方施肥、机械化农事操作等农机

农艺技术，力争在提高制种产量、提升种子质量、技

术集成配套、生产增收节支等的研发和创新发展方

面有突破。把汉中 1 市 4 县的育种、生产、营销力量

集中在一起，组建汉中油菜制种联盟，聚集力量抱团

创新，集中优势取长补短。以制种联盟为载体，争取

育种技术方法再突破，新品种选育培育有进展，技术

配套方面有更新，促使企业向品种选育、制种生产、

品牌营销一体化方向发展，最终走向育、繁、推、供一

体化发展，增强核心竞争力。

3.6　强化种业监管，促进健康发展　已组建成立的

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尽管解决了农业系统多头执法、

重复执法现象，但目前的改革仅仅是一种物理意义

上的组建。原种子管理站承担的种子生产备案、田

间检验、转基因检测、种子质量抽检、种子信息发布

等方面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如何有效开展，如何为种

子生产企业创造法制化、规范化的竞争机制以及稳

定和谐、公开公平的市场环境和包容、审慎、客观高

效的执法环境刻不容缓。

粮安天下，种铸基石，种业是农业现代化的芯

片。勉县是农业大县，油菜制种产业优势明显。当前，

只有抢抓国家政策激励机遇，扬长补短，建基地扩规

模，提效率增效益，上下一心，建立从育种研发、繁育

制种、品牌创建、营销管理到推广服务的一套功能完

善、衔接紧密、运转高效的种业产业链条 [3]，将勉县

发展油菜制种的生态优势、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和创

新能力转化为市场商业价值，打造勉县油菜制种的

品牌亮县、质量强县、基地大县和汉中油菜制种技术

研发的硅谷、优质产业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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