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 州
馆内，客商
和 逛 展 市
民 品 尝 可
以 鲜 吃 的
苦瓜新品。

本报记者
石美祥摄

29日至 31日，第二十一届全国
种子双交会在福州举行，展示数千
个农业新品种。其中，大会设置的
田间展示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专
家、企业和科研机构人员走进田间
地头，触摸福州的种业振兴脉搏。

田间展示分为水稻品种、蔬菜
和鲜食玉米品种、优异种质资源展
区，分别位于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
稻研究所基地和福建省种业基地，
展示品种近 2000个。昨日，记者走
进展示基地，带您一览农业新品种。

新平台新平台
打通良种推广“最后一公里”

走进马尾琅岐东部金砂片区的
福建省种业创新中心（琅岐）新品种
展示评价基地，一个个大棚门口，分
别标注着瓜类品种展区、茄果类品
种展区、鲜食玉米品种展区、绿叶菜
品种展区等。大棚内，同一品种的
果蔬正“暗暗较劲”。

在瓜类品种展区，60多种丝瓜
挂满果架，尽管它们同时种下，但有
的长势喜人、有的稀稀拉拉。这是
不同种子公司与基地共同开辟的试
验田。

“这是福建超大现代种业有限公
司提供的长盛2号、长盛3号，这是宁
波微葫种业有限公司提供的翠杉 3
号，这是福州芽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的翠香品种……”基地技术负责
人陈敬和说，从试种品种的同台竞技
情况来看，有的结果率明显更高，有的
果实瘦弱，有的结果周期更长。通过
试种，种子公司筛选出适合盐碱地的
丝瓜种子，为下一步全面推广做准备。

福州振兴乡村集团基地负责人
陈德赐介绍，该基地是琅岐落地的首
个种业项目，一期占地 311.5亩，已与
福建省农科院、福州市菜科所以及种
子公司建立产学研协同推进机制，共
同打造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
基地，搭建了种子企业“看禾推种”和
种植户“看禾选种”的平台，打通良种
推广“最后一公里”。两年来，基地已
开展水稻、花生、玉米、甘薯、大豆、蔬
菜、瓜果等6000个品种和组合的试种
展示。基地此次设有蔬菜和鲜食玉

米品种展示区158亩，共展示茄果类、
瓜类、绿叶菜类、甘蓝类、白菜类等
1549个品种。

小小“菜篮子”，关系大民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高度
重视市民“吃菜难”问题，亲自擘画推
动琅岐“菜篮子”基地建设。

一张蓝图绘到底，福州围绕“农
业芯”，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打造
辐射全省、面向全国的种业创新基
地。自2022年起，琅岐引进了万农高
科集团、福建立信种子研究院等优质

育种企业，落地 10个种业基地项目，
通过筛选、测配新组合，培育出空心
菜、玉米、辣椒等一批优质种子。

新品种新品种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这一转

变是我国居民饮食结构升级的发展
趋势，背后是良种在提供重要支撑。

在西瓜大棚内，由京研益农（北
京）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等种子企业提

供的良种颇具特色，一个个拳头般大
小的西瓜引人注目。60多个品种的
小型西瓜在基地第一次试种，整体成
效不错，西瓜藤沿着架子往上爬，一
个个小型西瓜挂在藤上，而不是平时
所见那样“平躺”在地里。

“相比平时见到的西瓜一个10来
千克，这些小型西瓜只有 2 千克左
右。不过，为了避免下坠，我们还是
用网袋兜着挂了起来。”基地工作人
员说。

记者看到，同一大棚内种植的小
型西瓜品种有京研益农的京美 2K、
京彩 3号、圣嘉 1K03，以及厦门禾诚
种苗有限公司的明月香、红翡翠西
瓜，浙江美之奥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翠妃、彩虹贵妃等品种。

京研益农（北京）种业科技有限
公司有关负责人说，过去，我国小型
西瓜市场份额常以国外品种居多。
近年来，京美 2K以其口感脆爽，且能
在全国各地不同栽培方式下实现四
季生产、周年供应等优势，逐步成为
我国小型西瓜第一大主栽品种，单品
种年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

此外，双交会设置了优异种质资
源展区，由国家种子资源中心提供优
异种质资源进行现场种植展示。因
此，除了小西瓜等鲜见品种，现场还
展示了大量葫芦瓜、苦瓜、南瓜、甜瓜
新品种。

新机遇新机遇
专家田间把关挑选优良品种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只有
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
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近年

来，福州积极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
观，保障粮食安全，助力端稳“中国饭
碗”。

此次，琅岐种植展示了中国农业
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提供的耐盐
碱水稻资源等几十个水稻品种。而
位于仓山区城门镇的福建省农业科
学院水稻研究所基地，展示的水稻品
种更多，基地用地面积 80 亩，展示
316个水稻品种，设置了8个展区。

走在田埂上，厦门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系助理教
授江良荣逐一对比水稻单株穗数、
稻谷结实率等，并根据这些指标判
断它们的耐盐碱性。江良荣研究水
稻已有 20 多年。他走访发现，在同
一块田里，有的稻穗基部不结实，有
的稻穗尾部退化了。“水稻适合中高
温环境生长，目前福州已经变凉，稻
穗基部不结实应该是稻谷灌浆时遇
到低温天气导致的。稻穗尾部在生
长过程中退化，看起来像没有尾巴，
这样的品种产量会有所减少。整体
来看，试种的不少品种产量都不
错。”江良荣说。

采访中，记者看到，载着与会嘉
宾的大巴不时驶进两大田间展区。
大家表示，这样“接地气”的展示展
览，不仅为全国蔬菜科研单位、企业
提供了育种成果交流平台，也为广大
菜农、种子经销商等选种提供了最直
观的“窗口”。“多年来，我们的许多果
蔬新品种就是通过这个展会逐步推
广到全国甚至世界的。”一家种子企
业的负责人说。

春华秋实，硕果飘香。在福州的
基地看品种、品品种、论品种，这场开
在田埂上的种业博览会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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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全国种子双交会在福州开
幕。现场，优质稻、鲜食玉米和蔬菜
优良品种品鉴、品牌推介活动同步举
行。

鲜甜清爽的鲜食玉米、颗粒饱满
的优质大米、清香多汁的柚子……来
自全国各地的参展商纷纷拿出自家

“拳头产品”，吸引参展客商、市民驻
足品尝。“好吃”“真香”……在大家的
夸赞声中，记者不仅看到了小小种子
的茁壮成长，更看到了中国种业的沉
淀发展。

这根玉米这根玉米，，甜甜!!
说起本届种子双交会的爆款品

类，非玉米莫属。昨日上
午，记者刚走进3号展馆，
便立刻被成片的金黄色
吸引了目光，众多参展商
展出的玉米品种琳琅满
目，形成一道独特风景
线。

“好甜”“第一次品尝
生 玉 米 ，简 直 比 蜜 还
甜”……在福州立信种苗
有限公司展位前，市民吴
女士的惊叹，引来周边观
众连声赞同。

这款让大家交口称
赞的“闽双甜758号”鲜食
玉米，外表金黄饱满，颗
粒紧实光滑。一口咬下，
饱满多汁的玉米颗粒在
嘴里爆开，鲜甜清爽。

“这是我们展位主推
的‘明星产品’，可以当水
果生吃。”福州立信种苗有
限公司负责人介绍，“闽双
甜758号”去年通过审定，
香甜的口感和优质表现让
这款产品供不应求。

“近年来，越来越多
年轻人将粗粮列入食谱内，鲜食玉米
被更多人认可，市场反馈也很好。”福
建省农业科学院玉米首席专家陈山
虎告诉记者，经济价值较高的鲜食玉
米更适应福建丘陵地区的地理环境，
已逐渐成为本地农户的重要选择，不
少农户也通过种植鲜食玉米实现了
增产增收。

“鲜食玉米的口感和甜度让大家
惊艳，但也被一些人误解为转基因品
种。”陈山虎坦言，他想通过本次展会
向更多人普及国内的优良玉米品种。

这碗米饭这碗米饭，，香香!!
数十个电饭煲整齐排开，洁白饱

满的米粒热气腾腾，散发出阵阵香气
……中午11时，随着饭点临近，不少观
众陆续离开展馆前往就餐区，但4号展

馆的优质稻品鉴区，却挤满了观众。
“这个区域太‘硬核’了，不用特

地去田间看种植情况，只要尝一小口
就能直观感受产品的优质度。”展位
前，来自漳平市的大米销售商王养煌
一口气品尝了十几款大米，他告诉记
者，其中不少都是与自己公司已经达
成销售合作的优质产品。

现场，浙江可得丰种业有限公司
展出的杂交稻“嘉丰优 2号”同样获
得不少观众的喜爱，“香甜Q弹”是观
众陈芸品尝后留下的评价。

“‘嘉丰优 2号’获得了首届全国
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金奖，是十
大优质籼型超级稻品种。”董事长助

理曹郁青告诉记者，产品
商品性好，适应性好，产
量高，在江西、福建、安
徽、湖南等地均有种植。

看着电饭煲里的米
饭逐渐见底，曹郁青开心
地笑了。她告诉记者，短
短两小时里，已经有不少
企业前来表达深入了解
的意向。“种子双交会为
我们提供了展示成果和
交流经验的好平台。”曹
郁青说。

这个柚子这个柚子，，妙妙！！
“这是什么品种，好

香！”在莆田代表团的展
位前，馥郁的果香在场馆
里流淌，让不少客商、观
众“循香而来”。

“这是莆田四大名
果之一的文旦柚，以果
肉细嫩，汁多化渣为特
点，眼下正是上市的时
节。”随着饱满的柚子果
肉被取出，清甜多汁的
口感更让大家纷纷发出

感慨：“真甜！”
清甜的风味不仅让参展观众大

饱口福，也让参展商们满心甜蜜。望
着眼前人气十足的展位，莆田市种子
站的相关负责人唐超凡十分欣慰：

“我们带来了约 90斤的试吃文旦柚，
这一上午就消耗得差不多了，大家对
我们的产品非常感兴趣，还有不少观
展商特地和企业交换了联系方式，这
一趟来得真值。”

唐超凡介绍，为参加本次种子双
交会，莆田邀请了 100多名行业专家
及本土企业代表来到福州，并展出 8
家企业的特色产品，希望让更多来自
全国各地的同行看到莆田种业发展
的“芯”力量。

全国种子双交会展示数千个新品

在田间，触摸福州种业振兴脉搏
本报记者 欧阳进权

江良荣江良荣（（左左））在福建省种业创新基地仔细对比水稻品种长势在福建省种业创新基地仔细对比水稻品种长势。。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林双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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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饱满的杂交稻、香甜可口的
玉米、翠嫩欲滴的青梗菜……行走在
第二十一届全国种子双交会展厅，俨
然闯入一个巨大的物种超市。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种子
虽小，但科技含量真不少，否则也不
会被称为“农业芯片”。昨日，记者跟
着福建省种子协会理事长谢特立逛
展，通过种子专家的视角，观察种业
新动态，掌握发展新动向。

挖掘挖掘““金种子金种子””
在圆旺元种子集团展位前，谢特

立停下了脚步。他从小山堆状的玉
米中挑出一根，现场剥皮掰穗，露出
整齐的玉米粒，又仔细看了好几眼。

“这个不一样，个头比一般的大，很饱
满，还没有‘秃顶’。”

作为行业“风向标”，种子双交会
历来是全国粮食种子的超级大秀场，
与会的玉米种子企业更是比比皆
是。圆旺元的这款玉米，有何独到之
处？

“这款玉米是‘泰鲜甜 2号’，特
别适合在山区种植。”圆旺元种子集
团总经理游旺元介绍，目前在国内推
广面积已达到 30万亩，覆盖闽浙赣、
两广等地，属于东南地区主推品种。

谢特立十分关注粮食品种的丰
产性。通过询问得知，“泰鲜甜”系列
黄甜玉米亩产 1250 公斤到 1400 公
斤，单穗产量高，备受南方种植户青
睐，“增产又增收，才能赢得老百姓的
心”。

“现在‘泰鲜甜 2号’‘泰阳花六
号’已在闽侯大湖乡、洋里乡推广种
植面积超过 4000亩。”游旺元告诉记
者，4年前，闽侯种植户还十分不理
解，这么大根的玉米怎么有市场。“种
下后他们发现，‘泰鲜甜’的亩产比原
先种的增加了 400公斤至 500公斤，
收购价更高，对比十分明显，种植户
也就开始一边倒了。”

正是“金种子”们的不断推广、应
用，让越来越多农民朋友体会到了一
粒好种子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逛展人群中，记者偶遇了一位熟
悉的老朋友——罗源种粮大户叶玉
冰，在山区流转了四五千亩抛荒地。

她提着满满一袋

各家企业的种子宣传手册，“种子是
宝贝，难得有这样的好机会，我得多
逛逛，好好挑！”

瞄准瞄准““小而美小而美””
如果说黄甜玉米是甜玉米中的

基本款，水果玉米则属于小众高端产
品。

紧邻着圆旺元展位的，是一家来
自福州的水果玉米种子企业福州金
苗种业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展位的
直线距离只有三四米，却呈现出种业
领域中典型的“差异化竞争”。

“种业的‘蛋糕’很大，细分领域
特别多，只要找到适合的赛道就能有
所成就。”在谢特立看来，差异化的竞
争恰恰能促进种业良性发展，实现

“百种齐放”。
金苗公司总经理胡建清说，公司

从 2012年开始涉足鲜食玉米种业。
“一开始，我们也采取从国外引种，不
同的是，我们选择走高端路线。”

另辟蹊径，让胡建清意外地收获
了一款可以生吃的白甜玉米品种“雪
甜 7401”。“‘雪甜 7401’皮薄无渣，甜
度高，咬了爆汁，有独特的水果风
味。”胡建清介绍，这款白甜玉米的引

进，不仅打破了国内消

费者对于玉米的传统印象，也开辟了
甜玉米的一个全新品类。

“除了品质好，‘雪甜 7401’还为
我国多家科研院所提供新的育种方
向，丰富了‘基因库’，现在很多新品
种都有它的影子在。”胡建清说，今年
福州农业农村部门也在着力推动该
品种申报全国主推品种。

紧盯紧盯““特色种特色种””
此次，是全国种子双交会首次在

福建福州举办，比历届都要靠南。在
谢特立看来，本届展会也“入乡随俗”
了，这个落地南方的种业大会，带有
鲜明的地方特色——茶树、食用菌等

“特色种业”层出不穷。
金牡丹、白叶单枞、春雨一号

……在福建初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展台前，错落摆放着四五十株亭亭玉

立的新鲜茶苗，作为现场唯一一家
“茶树”种苗公司，吸引了参展观众的
注意。

“这款金牡丹是我们的‘当家花
旦’，抗寒又抗旱，适应力强，产量也
高。”说起自家茶苗，初心农业科技总
经理高成进如数家珍，“金牡丹属于
高香型品种，用于制作红茶，售价可
以达到普通茶苗的好几倍”。

育一株好苗，助一地产业。“茶叶
种植面积虽远不如粮食作物，但作为
南方山区重要特色产业之一，良种是
增产的秘钥，确保消费者都能喝上好
茶。”高成进介绍。

香味更浓、存活率更高，产量更
丰，目前，初心农业科技仍在寻找合
适的品种，“我们还积极与各大高校
和福建省茶科所合作，就是要不断培
育新的优质品种，助推全国茶业发
展。”高成进说。

种业盛会在榕举办，记者跟着专家逛展——

小种子也有大市场
本报记者 蓝瑜萍

种子企业向客商和
市民推介玉米新品种。

本报记者 石美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