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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利用好江苏南繁基地的再思考
陈　斌　汤义华　喻俊杰　孙统庆　吴连勇

（江苏省种子南繁南鉴站，南京 210017）

摘要：南繁基地是我国宝贵的农业科研平台，是种业科技创新的特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和培育科

研育种人才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国家对种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驶入快车道，在新要求、

新形势下江苏省紧紧围绕种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加快建设省级南繁公共服务平台。对江苏南繁基

地建设取得的成效进行总结，并对管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建议，以期促进南繁事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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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南繁，即南繁育制种，就是利用我国海南

南部地区冬春季节气候温暖的优势条件，将夏季在

北方种植的农作物育种材料于冬季在海南加代繁

殖，是我国独特的一种育种方式。建设南繁基地是

面向国际种业发展前沿、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需求和

科研育种产业创新发展需要。2013 年，习近平总书

记在海南视察时指出：“南繁育制种基地是国家宝贵

的农业科研平台，一定要建成集科研、生产、销售、科

技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

2015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

地（海南）建设规划（2015-2025 年）》，随后，江苏对

标《国家南繁规划》要求制定《江苏省南繁科研育种

基地（海南）建设规划（2016-2020）》，有序推进藤桥

老基地提档升级和林旺新基地的建设。

1　江苏南繁基地建设成效
江苏南繁基地位于三亚市海棠区，于 1991 年

开始建设 [1]，以服务全省南繁单位用地需求为导向，

争取国家及省财政资金，先后投资近亿元，分别在藤

桥和林旺建成 2 个南繁基地，以省为单位流转南繁

用地，服务全省南繁单位科研育种、水稻制种及全省

“两杂”样品种植鉴定。江苏南繁基地建成后，秉持

着“搭建平台、服务南繁”的原则，为江苏南繁事业

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1.1　满足了南繁单位科研用地需求　南繁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当时江苏省没有固定的南繁基地，每

年 10 月南繁开始时节，恰逢海南瓜菜产销旺季，为

了保障全省南繁科研单位用地稳定，扭转各自为战

情况，从 2007 年至今，江苏以省为单位在三亚市海

棠区长期流转南繁用地共计 121.8hm2，其中 40.8hm2

科研用地被列为国家南繁核心区，实行用途管制，是

红线中的红线。江苏省目前流转南繁土地规模位居

全国第四，从根本上解决了全省南繁用地瓶颈问题。

1.2　配套了基础设施　高标准农田是农业科研育

种顺利开展的重要支撑。为满足南繁单位生产需

求，江苏积极争取各类财政项目资金，对流转的南

繁用地进行高标准农田改造，建设内容包括：沟渠

7802m、坡道等 560 座、田间道路 3734m，田间实现

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保障了科研育种试

验田用水和排水需求，同时建成科研、生活、管理用

房 3420m2，仓库、农机具库 1620m2，晒场 5980m2，田

间围网 17751m，并将原本零碎的小田块整理集中连

片，便于机械化作业，极大改善了科研生产条件，夯

实了南繁科研基础。

1.3　提升了装备水平　围绕南繁基地机械化作业

及绿色生产需要，统一采购大型拖拉机、收割机、

钵苗插秧机及植保无人机等配套农机器具 37 台

（套），实现南繁田间作业从种植到收割的全程机械

化作业，大大降低了南繁单位人工成本，破解了南

繁季节用工难的问题。购置 SNP 分型检测仪 1 套，

采购培训桌椅、音响设备等计 139 个（台），建设智

能病虫测报站和智能气象站各 2 个，安装智能监控

摄像头 59 个，基地监控实现全覆盖，通过手机及电

视视频设备实现气象数据、虫情、苗情远程监察与 
互动。

2　存在问题
2.1　南繁基地生态环境面临考验　每年全国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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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南繁单位都有大批的种子、种苗调离或调入，流

动频繁，在南繁服务过程中，由于检疫人员少、检验

设备缺乏，且部分南繁单位不遵守植物检疫及转基

因备案管理制度，使检疫性病害及转基因生物向外

扩散的风险增大，南繁基地已经出现检疫对象假高

粱等有害生物传播扩散，不仅困扰和威胁南繁工作

的正常开展，也对生态环境安全有重大隐患。

2.2　部分南繁单位面临压力　目前入驻江苏省南

繁基地的单位，每年开展南繁工作时，生产和生活条

件基本得到了全面的保障，但是省南繁基地以外的

部分南繁单位，主要分散在三亚、陵水、乐东等地，在

走访服务过程中了解到，大部分南繁单位租用当地

村民房屋作为临时基地，其土地都是以临时或短期

形式租用，农田基础配套设施缺乏 [2]，且因水田、旱

地及插花地影响不便于进行田间管理，收割的材料

无地晾晒，难以保障科研育种材料安全，加上土地租

金年年增高、农资上涨等因素影响，南繁成本逐年增

高而投入见效慢，导致部分单位投入积极性不高。

2.3　南繁科技配套服务有待加强　目前，江苏省南

繁服务平台主要提供南繁生产过程和产后的传统服

务，以植物检疫、转基因检测、种子鉴定等为主，而与

育种相关的南繁生物信息学、生物育种技术、信息化

管理等新技术平台欠缺，未建立育种智能机械装备、

农业物联网、南繁农业大数据等智能化、信息化的新

一代服务体系。

2.4　南繁资源共享率不高　因南繁种质资源、人

才、技术等集中在高等院校、农科院所等科研机构

中，部分种子企业开展育种创新的时间短、基础差、

人才少，拥有的资源及育种材料有限，加上部分单位

间合作交流不畅、产学研相对脱节及协作攻关运行

机制缺乏等，课题组式育种模式盛行、低水平研究重

复，育种效率低，南繁单位扎堆创新的优势不明显。

3　思考建议
3.1　提高南繁基地生态保护工作责任感　建设良

好的生态环境是南繁基地可持续发展之根本，要将

“在保护中南繁，在南繁中保护”理念深入南繁人心

中，宣传提高南繁基地生态保护意识，通过补助或是

资助形式，提倡南繁单位使用可降解地膜，避免“白

色污染”。在南繁植物检疫、转基因试验监管方面实

现全覆盖，组织南繁植物检疫网上申报培训，在南繁

基地假高粱的防治上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加强

在非南繁季节实行化学与物理防控相结合，优先推

荐物理防治手段，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化学农药，防止

过度使用造成残留影响下年度南繁工作，并积极配

合当地政府植物检疫部门统筹防治，落实防治措施，

不断提升南繁基地绿色发展水平。

3.2　充分发挥南繁基地平台作用　坚持公益原则，

继续以搭建平台、服务南繁为宗旨，将江苏南繁基地

打造建设成为功能配套齐全，资源保护有力，管理规

范有序，开放共享的服务平台，不断改善管理手段，

进一步提高整体服务水平 [3-4]，以满足全省南繁工作

需求。在每年召开全省南繁南鉴工作布置会议时，

全面统计全省南繁单位信息和需求，统筹制定南繁

单位用地、用房分配计划，根据时间节点，可提前帮

助南繁单位完成土地耕作、土地整理等工作，做到精

准服务。对分散在外的南繁单位，要组织定期走访

和服务，发现问题，要及时帮助联系当地主管部门协

调解决，如有南繁用地被征用或流转到期的单位，要

以热情开放的态度，积极引导分散单位入驻省南繁

基地，消除南繁单位后顾之忧。

3.3　加强南繁科技服务　面对新时代的新要求，要

完成“将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成集科研、生产、

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服务全国的南繁

硅谷”的重任，应以科技服务平台建设为重点，强化

科技服务平台与南繁育种学科建设的配套与关联。

按照种业产业前沿的研发需求，鼓励南繁单位高效

培育新品种、加强南繁栽培技术创新。加快开放省

南繁基地分子实验室平台，建立健全共享共用运行

机制，提供开放式科研育种实验服务，引进或培养实

践操作人员，完善应用模式，建立南繁农业大数据

库，打造“生物技术 + 信息化”科研平台，满足南繁

单位高端育种需求。

3.4　建立资源共享机制　鼓励南繁单位建立产学

研联合机制，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通过变革

与应用，形成育种管理创新系统，使品质育种、抗逆

育种取得突破，合理配置相应技术和科研人员，加强

南繁科研育种人才队伍培养，加大农业育种科研攻

关力度，提高水稻商业化育种水平。通过江苏省南

繁基地平台优势，定期组织省内外南繁单位现场观

摩、座谈、南繁南鉴培训等活动 [5]，通过新品种、新技

术、新材料等的交流，使南繁基地成为科技信息大交

流、科研成果大展览、科研技术大协作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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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粮食安全，狠抓水稻良种推广
付　玲　高明鑫　谭小莉　胡　君

（湖北省种子管理局，武汉 430070）

摘要：湖北省水稻种植历史悠久，素有“鱼米之乡”的美名。水稻是湖北省种植面积最大、总产最多的农作物，常年占粮食

种植面积的 50%、总产的 70%，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作物。无论过去还是未来，抓好水稻良种推广对实现乡村振兴至关重要。

对湖北省水稻种业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分析了良种推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加快水稻良种推广的建议和措施。

关键词：湖北省；粮食安全；水稻良种；推广；现状；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

突出位置，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加快转变农业

发展方式，在探索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创造更多经

验”。良种是农业生产发展的源头，良种推广是稳

定粮食生产的重要举措，更是提高产量、提升质量、

增加效益的有效途径。“湖广熟、天下足”，当前湖

北省水稻种业优质稻占 60% 以上，为种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种源，水稻种业企业实力明显增

强，种子生产基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品种推广已实

现产权化、品牌化、多元化，确保了粮食的产能稳步 
提升。

1　湖北省水稻产业发展现状
1.1　品种选育能力增强，良种推广不断加快　依据

科研优势，湖北省加快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

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商业化育种体系，广泛应用现代

育种技术，部分育种成果脱颖而出，培育和审定出一

批高产、优质的杂交水稻新品种；为适宜种植结构调

整，推广了优质早稻、虾稻、再生稻等一大批优良品

种。早稻、虾稻、再生稻自给率稳步提高，达到 85%
以上，优质糯稻达到 90% 以上。

1.2　良种良法配套，良繁基地建设效果明显　以江

汉平原水稻制种为重点，带动种子基地逐步向优势

并大力推进南繁成果就地转化，建立共建共享的机

制，这是南繁基地立足的根本，也是南繁种业发展和

海南农业发展“双赢”的需要。

3.5　完善南繁基地服务制度　如何保护好、管理好

南繁基地，建立健全南繁管理规章制度是最重要的

基础和根本所在，应在现有制度实行和服务的过程

中，进一步修改完善江苏南繁基地服务指南，成立南

繁劳务用工联络小组及农机生产服务队，明确管理

要求和服务内容、服务标准，积极探索社会化服务模

式，满足多元化市场需求，完善南繁科技创新机制和

体制，创新驱动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促进南繁种业

服务升级变革。

4　结语
南繁基地建设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因

为涉及面广、情况复杂、任务繁重，从事南繁工作的

技术人员都深有体会，但是建好南繁基地是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江苏省级南繁公共服务

平台建好后，要积极探索如何保护好、管理好、利用

好南繁基地，不断拓展思维，持续创新，要站在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的高度，增强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加

强基地保护、管理和利用，抓好各项工作落实，继续

砥砺奋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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