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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宜市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 

利用现状、问题及对策探讨

黄晓敏 1　杨清波 2

（1 广东省信宜市怀乡镇综合事务中心，信宜 525324；2 广东省信宜市农业农村局，信宜 525300）

摘要：概述了广东省信宜市农业种质资源当前状况，剖析了当前信宜市在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中遭遇的主要挑战，包

括种质资源保护思想认识不足、机构尚不健全、部分种质资源因经济效益不显著而处于濒危境地、用地难题亟待破解、专业人

才匮乏等问题。针对这些制约性因素，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如加强宣传，提高公众种质资源保护意识；增加资金投入；组织

开展农业种质资源鉴定保护工作以及完善相关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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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资源是作物育种的物质基础，是培育新作

物的重要来源。开展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对于应对

各类自然风险、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种业发展和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工

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和管

理工作的法规和政策性文件。2023 年中央一号文

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深入实施种业振

兴行动，构建开放协作、共享应用的种质资源精准鉴

定评价机制。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再次强调，加

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完善联合研发和应用协作机

制 [1]。近年来，广东省信宜市在保护和利用好信宜

市农业种质资源，保障农业生产安全，提高种业支撑

力和竞争力，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做了大量积极有效

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1　信宜市农业种质资源保护现状
1.1　作物种质资源概况　信宜市是广东省 50 个山

区县（市）之一，境内自然资源丰富，生物种类繁多，

据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统

计：信宜市野生物种达 2000 余种，其中树木有 200
多种，鸡毛松、山荔枝、油杉等珍稀罕见树种有 28
种；药材有 300 多种，枫荷桂、半枫荷、白木香等名贵

药材随处可见。信宜市洪冠镇素有“南药之乡”的

美誉 [2]，被评定为广东省南药专业镇和广东省木本

药材肉桂生产基地，该镇生产的青化桂分别于 1995通信作者：杨清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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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 1997 年两次荣获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1999
年获得国际名牌奖。2016-2020 年广东省农业科学

研究院在信宜市农业农村部门的协助下，先后 4 次

对信宜市粮食、蔬菜、果树、南药等作物种质资源开

展普查工作。通过普查发现，信宜市境内有珍稀、名

优、特异作物种质资源达 260 多种，其中包括最新发

现的四夌豆、小叶胭脂、北插天天麻、山鬼水玉簪等

11 个珍稀种质。冬豆、荔枝王、扔死狗、山荔枝、猕

猴桃、苦斋菜等 95 种珍稀优质资源得到收集保存，

其中 21 种利用价值高的珍稀种质被国家作物种质

资源库收集和繁育，74 种特异种质被广东省农作物

种质资源（总库）收集和繁育。细黄谷、冬豆、野生

猕猴桃、荔枝王、苦斋菜等 5 种珍稀种质资源收录于

《农作物优异种质资源与典型事例调查——江苏、广

东卷》。

1.2　禽畜种质资源概况　近年来，信宜市积极发展

地方特色畜禽品种，促进地方优势畜禽业发展，畜

禽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取得阶段性成果。广

东省三大名鸡之一的信宜怀乡鸡，先后被评为“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广东

省十大名特优新农产品”“广东省名牌产品”。2011
年信宜怀乡鸡入选《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　家禽

志》。在 2017 年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

评估中，“信宜怀乡鸡”的品牌价值被认定高达 48.4
亿元。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广东盈富农

业有限公司建成 3 个信宜怀乡鸡标准化养殖场，先

后被评为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农业农村部

肉鸡标准化示范场、广东省菜篮子工程基地。目

前，该公司拥有专利 11 项，其中种质方面的专利有

2 项，育成国家认定新品种 1 个，省级认定新品种 
1 个。 

2007 年信宜怀乡鸡原种场挂牌成立并开展生

产经营。2014 年信宜怀乡鸡原种场通过国家遗传

资源保种场审验，入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

获评国家级怀乡鸡保种场。目前，信宜怀乡鸡核心

育种群达 3100 套，扩繁群 4 万套，年孵化鸡苗 1000
多万羽，签约加盟农户 850 户，带动农户 2200 户。

同时广东盈富农业有限公司开展珍稀特色品种麒麟

鸡和贵妃鸡的种质资源保护工作，建立了麒麟鸡系

谱，形成黄羽系和白羽系 2 个品系并连续保种 5 个

世代，保种核心群达 2500 多只，包括公鸡 600 多只、

母鸡 1900 多只，黄羽系和白羽系达 117 个家系。贵

妃鸡保种群达 3000 多只，其中公鸡 500 多只、母鸡

2500 多只。

2　地方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存在的问题
2.1　种质资源保护思想认识不足　当地大多数农

民和干部对种质资源保护及其开发利用的重大意

义缺少基本认识，部分领导干部对种质资源的保护

和利用重视程度不够、采取措施不力。近年来，信

宜市珍稀、濒危、特有、独占性资源与地方特色作物

品种仅有一小部分得到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的收集

与保护，大部分种质资源因缺少财政资金支持，没

有明确责任主体，没有制定保护方案预案，导致稀

缺种质资源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增大了种质

资源流失的风险，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任

重道远。例如，2016 年信宜市农业农村部门从农

民手中高价收购本地特有水稻种质细黄谷，委托种

子经营企业进行繁育，但由于没有财政资金的后续

投入，导致本地细黄谷管理不善，繁育失败，再次面

临濒危灭绝的困境。此外，诸如信宜猪血李、野生

大豆、鉴江红糯等 100 多种优异种质资源缺少关

注与重视度，更无专人进行收集保存和繁殖保种 
工作。

2.2　机构尚不健全　受设施设备条件和技术水平

限制，信宜市暂没有一家种质资源专业管理机构，

无法开展种质资源鉴定评价工作，导致全市农业种

质资源保护、开发及利用工作困难重重，种质资源

随时存在被侵占、破坏、灭失的可能。日常工作中

只能通过教育引导，基本寄希望于农民自觉自愿

保护种质资源，缺乏必要的行政手段来保护种质 
资源。

2.3　部分种质资源因经济效益不显著而处于濒危

境地　部分传统特异、独有且珍稀的种质资源，在产

量、品质、抗性或市场需求等方面存在不足，导致其

相对经济效益不显著。因此，这些资源往往处于失

管状态，甚至被农民放弃。相比之下，具有较高经济

价值和高产特性的新品种则更受农民的青睐，推广

力度也更大。由于缺乏定期的繁育复壮和提纯保纯

措施，这些传统种质资源的种性逐渐退化，效益进一

步下滑，农民的种植和管护意愿也随之减弱，使其面

临更加严峻的濒危境地。

2.4　用地难题亟待破解　信宜市农业企业在保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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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方面面临着用地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例如，

广东盈富农业有限公司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原计划

扩建信宜怀乡鸡的保种育种基地，然而，由于用地指

标的限制，该扩建计划多年来一直未能得到落实。

2.5　专业人才匮乏　信宜市在保护、研究、利用及

改良传统种质资源方面，面临着专业技术人才严重

匮乏的现状。同时，该市尚未制定出台有效的人才

引进、培养、激励及奖励计划或措施，以应对人才短

缺问题。

3　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对策探讨
3.1　加强宣传，提高公众种质资源保护意识　持续

开展科普教育和宣传工作，提高全社会参与农业种

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识。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

传统媒体及微信、快手、抖音等新媒体多渠道宣传农

业种质资源保护的重要意义，形成人人了解、人人支

持、人人参与保护利用农业种质资源的社会氛围，引

导全社会共同保护和开发利用农业种质资源。市

政府要将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纳入议事

日程，成立领导机构，强化组织、协调、监督检查等工

作；同时，将其纳入镇村相关工作考核，并抓好督导

落实。农业农村、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各镇（街）人民政府等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和深

刻领会上级有关政策文件精神，充分认识当前农业

种质资源保护的严峻形势和迫切需要，明确职责使

命，增强工作使命感、紧迫感，因地制宜制定农业种

质资源保护工作方案预案。

3.2　增加资金投入，保障工作顺利进行　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周期长、范围广、难度大，需要

大量的资金和政策支持，需要充分调动各方工作积

极性。一是要加大资金投入，发挥政府对公益性、基

础性事业的主导作用，将农业种质资源保护经费纳

入财政预算，设立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专项资金，建

立持续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尤其是在种质资源收

集、基地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要保障足够的经费来

源，整合好、利用好农业生产与农业科技等项目资

金，支持做好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通过

加强资金投入保证各项工作稳定顺利进行。二是要

加强用地保障，在政策、企业用地等方面加强资源用

地规划保障，结合实际和上级要求编制国土空间规

划，通过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和垦造水

田等项目，产生用地指标，缓解企业发展用地困境，

积极协调解决广东盈富农业有限公司信宜怀乡鸡保

种育种基地用地难问题。三是要加强队伍建设，建

立激励机制，积极吸纳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加大

对相关工作人员的培养和培训力度，开展多种渠道、

多种形式的培训和指导，提高工作人员业务水平，建

立健全考核激励机制，打造一支高素质、责任心强、

有奉献精神的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科研队伍，保

障工作的顺利开展。

3.3　组织开展农业种质资源鉴定保护工作　依托

省级科研单位技术优势，抓紧组织对本地贵妃鸡和

麒麟鸡等优异种质资源的鉴定评价工作，加快建立

省级麒麟鸡和贵妃鸡保种场，促使这 2 个珍稀品种

尽快纳入国家畜禽品种资源保护体系。同时加强

种质资源创新和利用，提升开发利用水平，坚持“保

以致用，以用促保”的原则，积极培育农业新品种。

推进怀乡鸡、麒麟鸡、贵妃鸡等 3 个品种的杂交配

套，开发新型优质肉鸡品种，推进信宜市地方特色

品种产业化开发，大力扶持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推

动农业种质资源优势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加大

珍稀、濒危、特有种质资源的抢救性收集工作，制定

种质资源生产性保护激励机制，激发农民参与选种

保种的积极性。对于具有重要遗传价值但不具有

显著市场优势的种质资源，参照野生动植物保护等

政策，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抓紧对本地细黄谷

等稀缺濒危种质资源开展抢救性收集繁育和更新 
复壮。

3.4　完善种质资源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机制　由

市政府牵头组织开展工作，完善种质资源保护管理

机制，制定有效的管理办法和标准，落实责任制度和

奖惩制度，解决种质资源保护中经费、绩效管理以

及质量监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加强监督管理，确

保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3]。做好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工

作，充分发挥各部门优势，推动部门间通力协作、密

切配合，合力推动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加强与

上级科研单位的联系，由上级科研单位进行种质资

源的收集、储存、育种，尤其要保护好经济效益不高，

群众不想种、不愿种的种质品类；鼓励种业企业对有

商业价值的地方特色种质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引导拥

有资金、技术和市场开发实力的龙头企业通过“政府 + 
公司 + 农户”的模式，推动优异种质资源规模化、产业

（下转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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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提升粮油作物单产，保障粮食稳产增产　通

过开展优质粮油新品种展示示范工作，有效促进了

种业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加速了优质粮油

新品种的推广步伐。截至目前，良种覆盖率已达到

96% 以上，且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 45%。

衡阳地区农业部门依据粮油新品种展示示范结果，

成功集成了一套高效、可复制的粮油高产栽培技术

体系。在此基础上，农业部门从参试品种中遴选出

适应衡阳地区气候和耕作条件的优质新品种进行重

点推介，每年定期向全市推荐 12 个优良品种 [1]。同

时，针对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品种，相

关部门及时向有关单位发出预警 [4]。根据国家统计

局湖南调查总队的统计结果，2023 年衡阳全市粮食

总产量 314.52 万 t，同比增长 1.96%；粮食单位面积

产量亦有所提升，达到 29.62kg/hm2，比 2022 年增加

0.6kg/hm2，增幅 2.07%。

3　建议
3.1　强化人才引进与培养机制　鉴于农业新品种、

新技术推广工作面临的条件艰苦、待遇偏低等问题，

加之原有新品种展示示范推广人员老龄化严重并逐

步退休，导致人才断层现象突出。尽管近年来市县

农业部门已引进了一批高层次农业专业技术人员，

但受限于单位编制紧张及各部门年轻人员匮乏等实

际情况，真正投身一线新品种推广的技术人才仍显

不足。为此，建议加大特岗人员招聘力度，定向培养

一批专注于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推广的专业人才，并

拓宽人才引进渠道，以充实队伍力量，完善优质粮油

新品种展示示范推广服务体系。

3.2　加强粮油新品种安全跟踪评价体系建设　随

着种业市场化的加速推进，农作物新品种试验、审定

和市场准入机制的调整，农作物新品种审定和登记

数量大幅增加。面对丰富多样的新品种，种子使用

者往往难以选择，且新审定品种在当地种植的适应

性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建议各级农业部门主动

担责，建立健全新品种安全跟踪评价体系，全面考察

新品种在当地的适应性、稳产性、丰产性和抗逆性，

确保农业生产用种安全。

3.3　加快新品种更新换代进程　现代农业正从劳

动密集型向集约化生产转型，轻简化栽培和全程机

械化操作已成为必然趋势。以油菜生产为例，通过

一次性机械施肥、点播播种，实施机械喷药、施肥进

行田间管理，以及机械收割、晾晒、脱粒等收获环节，

可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油菜籽商品品质。因此，

各级农业部门应充分利用粮油新品种展示示范工

作，筛选出一批适宜机械化作业的高产、优质、抗倒

伏粮油新品种，加速推进粮油新品种的更新换代，以

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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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多元化发展，实现对种质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

逐步建立以保护促开发、以开发促保护的良性机制。

3.5　强化监督检查　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监督管

理，依法打击私自采集天然种质资源和非法向境外

提供种质资源等违法行为，对不作为、乱作为造成资

源流失、灭绝等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单位

和人员责任。审计机关依法对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

利用相关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

行审计监督，确保财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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