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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行业发展靠创新

在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生物技术中心
的温室大棚里，丁德荣博士捧起两株大豆苗
告诉记者，“这是我们新研发的品种，别看它
们小，但是具有多种抗性，试验成功后价值
可大了！”

没有企业的研发创新，就没有拥有自主
产权的产品。长远看，研发创新能力是种子
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

“就种业公司来说，支撑起发展的基础
是品种研发能力、标准化的制种能力、网络
营销能力和系统综合管理能力。”农业部副
部长余欣荣说。

“当下国内种子企业与跨国种业公司在
科研上的差距不小，但这些压力也是我们发
展的动力。”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裁谭春平告诉记者，目前金色农华近
三分之一员工从事研发工作，2012 年金色
农华研发投入约 7077 万元，达到销售额的
12.2%，比例与跨国企业持平。

金色农华已累计申请植物品种权 222
项，培育出的“农华 101”正式推广，种植面
积接近 300 万亩，今年推广面积预计突破千
万亩。

品种推广看服务

要占据下游市场，仅凭研发还不够。随
着现代农业经营的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
水平大幅提升，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对技术服
务更加渴求。经营主体和生产方式的变化，
要求种子销售随市场相应地调整。

“光靠卖种子生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长远看，要成为‘育繁推’一体化的种子强
企，拥有对种植环节较强的控制力，不能走
只卖种子的老路，还是要以技术服务推广种
子。”谭春平说。

河南天存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坚持服务
型营销的理念，成立了育种家技术服务团，
对每个品种的栽培管理需求整理出科学的
技术指导方案，利用渠道终端客户建立详细
的种植户档案，通过公司的短信服务平台，
在每个生育期发短信进行栽培指导，实现售
后技术全过程服务。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立
了贯穿农业生产全产业链的综合农业服务
体系，成立的隆平高科种粮专业合作社，与

隆平高科的种子、化肥、农药、加工、储藏、流
通等产业对接，提供农资、农机农技、植保技
术和产品加工流通的服务，完成了从“种子
供应商”到“农业服务商”的转变。

发展农业产业必须切实解决农民的问
题。专家表示，一定规模和实力的种企应该
构建一个行之有效的种子服务营销体系，有
层次地完善服务网络、提供全程服务，探索
新型服务模式并对服务进行规范，这将大大
提升种子品牌和形象，提高种子用户的满意

度和企业的竞争力。

兼并重组增活力

2009 年，47 岁的刘明经过慎重思考，
与合伙人一起将四川川种种业有限责任公
司 70%的自然人股份出售给中种集团。当
时很多同行都不理解，因为川种种业效益不
错，销售额达四五千万元。

但刘明有自己的想法，“我是真正想做
点实事，把企业做大。所以想通过重组，把
中种集团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引进来，
让‘川种’变强。”

重组给川种种业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
的：管理上，按照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了
全面预算管理体制；研发上，中种集团投资
50 多亿元建立的武汉生物中心平台的研发
成果可以共享，项目申请更加正规；行政上，
信息搜集、法律事务等都由中种集团统一提
供支持，管理层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研发创
新、管理提升、市场开拓上；经济效益也显
著提高，2012 年川种种业的销售额达到
7000多万元，比重组前将近翻一番。

“融合带来共赢。”中种集团副总经理
田冰川说，中种集团也借助川种种业的品
牌和销售布局，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兼并重组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但并非
万能灵药。重组后要从管理体制、产业布局
到文化理念上“打通经脉”，才能真正增强实
力，扩大优势。“如何做好‘融合’才是兼并重
组最难的地方。”田冰川说。

上图 “楚粳”水稻品种适合海拔 1500

米 至 1940 米 的 中 海 拔 地 区 种 植 ，具 有 高

产、优质、抗病、适用性强、口感佳的特点。

截至 2012 年年底，云南省已累计推广种植

“楚粳系列”品种 5067 万亩，增长稻谷 33

亿公斤，实现农民增收 71 亿元。图为水

稻专家在水稻育种的温室内测量稻穗的

长度。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种企在竞争中成长
本报记者 徐 胥

随着相关文件、规划相继出台，种子企业迎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种子企业如何做大做强？核心在于建立商业化育种体系，积极培育新

品种，大力推广技术服务，做好“育繁推”与市场的对接，在竞争中逐步

成长起来。

针对当前东北地区玉米春播中存在的
问题，农业部玉米专家指导组提出以“防寒
增温抢农时，早促早管保质量”为重点的春
播技术指导意见。

一是及时排水散墒，加快整地
灭茬

田间积雪量大、土壤水分饱和的地块，
要充分利用大型机械及早进行耢地和除
雪，加快融雪散墒和耕地化冻，为快整地、
早播种争取主动；玉米秸秆或残茬尚留在
田间的，要抓紧组织人力、机械力量清除；
化冻后土壤湿渍严重、明水较多的地块，可
通过挖排水沟和疏通沟渠等措施，尽早排
除田间积水。

二是科学选择品种，严禁越区
种植

针对今年农时延后的情况，要选择比
常年种植品种早熟 5 天左右的中早熟玉米
品种。对田间明水严重、播期推迟较多的
地块，应及时更换短生育期品种。所选品
种，应有较强的耐低温萌发能力，抗土壤病
害特别是丝黑穗病能力强，后期脱水快，丰
产稳产性好。播种前应进行药剂拌种或直
接选用包衣种子，杜绝白籽下地。要严禁
品种越区种植，注意同一产区不同类型及
熟期品种的合理搭配。

三是适时适墒抢播，力争一播
全苗

密切关注土壤墒情和地温回升情况，
一般 5 厘米地温稳定通过 10℃且土壤墒
情适宜时即可播种。适播期为 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争取 5 月 20 日前完成播种工
作。土壤墒情适宜的地块，提倡机械播种，
加快播种进度，确保在最佳播期内完成播
种工作。土壤湿度较大的地块，可在播前
催芽抢积温促出苗，适当浅播浅种并隔天
镇压。旱区缺墒地块，大力推广玉米“坐水
种”、膜下滴灌等旱作栽培技术。

四是因地因苗管理，促进早发
快长

适时晚定苗，留大苗、壮苗、齐苗，提高
幼苗群体整齐度，适当增加留苗密度，但要
防止过密。结合定苗及早进行中耕铲趟，
并做到多铲多趟，放寒增温，提高土壤通透
性，促进玉米根系发育和植株生长。定苗
后要尽量早施磷、钾、微肥及适量氮肥，促
苗早发，为玉米高产稳产奠定基础。

(农业部玉米专家指导组)

东北地区玉米抗春涝

保春播技术指导意见

在甘肃说起苹果产业，大家都会想到果
品大市天水。天水市之所以因“果”成名，不
得不提到驰名中外的“花牛”苹果——这个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打入国际市场的农
产品品牌。如今，“花牛”苹果依旧名头很
响，但是种植方法却大不一样了。

4月13日，记者来到位于天水市麦积区
的花牛镇，这里是“花牛”苹果的原产地，沿着
弯弯曲曲的水泥路盘山而上，放眼望去，层层
叠叠的梯田中尽是修剪整齐的苹果树。

“你看到这一片山上的果园是我们的
南山苹果标准化示范园。”麦积区果品产业
局副局长龙永红笑着对记者说，如今在麦
积区的果农眼中，标准化种植已经成为大
家认可的发展趋势，“每个标准化果园都有
统一的技术管理方案，就像工厂里的生产
线一样，不同于工业产品的是，我们的‘工
厂’生产的是苹果，如果把种植大户比作是
厂长，那果园里干活的季节工就是苹果产
业工人。”

麦积区南山苹果标准化示范园位于花
牛镇廿铺村的北坪，是麦积区优质花牛苹果

生产的样板示范园。2005 年，以花牛镇廿
铺村村民武正全为代表的 22名有果树种植
经验的技术能手打破传统经营模式，集中连
片承包土地 2000 多亩，建成了麦积区第一
个规模化优质“花牛”苹果标准化示范园。

“今年的气候干燥，回温也早，3月27日
的时候果树就开花了，虽然比往年要早 10
多天，但是按照我们的技术方案，必须得抓
紧疏花。”在果园间的水泥小道上，武正全边
走边告诉记者，4 月 5 日，出现一次寒潮，对
今年的收成将产生很大影响，“如果不按照
技术标准及时疏花，稍迟上几天，大部分花
芽受了冻损失就更大了，疏过后的花芽虽然
少，但抵抗力能稍微强一些。”

10年前，做苹果贩子的武正全认识到规
模化种植才能有大作为。随着南山万亩苹果
基地的建设，水电路等配套设施逐步完善，武
正全通过土地流转一共承包了60亩果园，并
联合附近几个村子的种植大户成立了新民苹
果专业合作社。记者看到，武正全的果树不
仅修剪得枝开叶散，而且地旁还有杀虫灯、粘
虫板等物理防虫设备。“这样就能严格控制用

药量，我们每年喷药不超过 6次。果实采收
后，还按照斤果斤肥原则早施基肥，能提高树
体抗病能力。”

标准化种植不仅提高了天水苹果的
品质，同样也成为增加天水果农收入的有
效途径。“前年风调雨顺，我的 60 亩果园收
入近 100 万元，去年受了冰雹，收入也有
六七十万元。”武正全笑盈盈地对记者说，

“我每年果园的投入有 25 万，其中有 15 万
左右是人工成本，以前从没想过种果树能
有一年几十万的收入，全靠标准化、规模
化种植啊！”

记者了解到，2011年，天水实施建设的
20 个省级苹果标准化示范园和 7 个“全省
千万亩优质林果基地建设”省级标准化示
范园全部通过验收。2012 年，天水又成功
申报了 19 个省级苹果标准化示范园和 11
个“全省千万亩优质林果基地建设”省级标
准化示范园，并建设完成了 30 个 5000 亩
以上的市级科学示范点。截至 2012 年年
底,天水已有 92 个达标果园成功进行了出
口水果果园注册，注册面积 12.77万亩。

甘肃天水市：

果园是“工厂”果农当“厂长”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陈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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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日前发布消息

称，截至 4 月 10 日，全国有 9385 万亩耕地受旱，有

645 万人、397 万头大牲畜因旱饮水困难，云南、四

川、甘肃、陕西等地旱情较为严重。

到旱区转一圈，对水之珍贵的认识变成了一

幅 幅 触 动 人 心 的 图 景 ：没 有 水 分 滋 养 的 干 渴 大

地，只蓄了一半水的小水库，排队等着挑水喝的

乡 亲 ⋯⋯ 这 是“ 旱 ”留 给 我 们 挥 之 不 去 的 记 忆 。

但还好，旱区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抗旱，百姓

的生活和生产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我们无力避免天灾，但在灾害频发的现实面前，

做足准备，可以降低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在这方

面，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

首先，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不懈怠。这些

年，我国对水利没少投钱，没少建设。仅云南 4 年

来建成的大中小型水库就有 157 座。旱区老百姓

都说，如果没有已建的水利工程发挥作用，干旱造

成的影响会更大。但我国水利建设的底子太薄，欠

账太多。尽管迈开步子，大干 4 年，云南全省人均

蓄水库容仍不到全国的二分之一，水利工程人均供

水能力仅为全国 64%。遇旱情来袭时，基础还不牢

固，建设还需加力。

其次，抗旱不能光靠“开源”，还必须重视“节

流”。在我国，缺水是事实，水资源利用方式粗放

也是事实。全国每年 3600 亿立方米左右农业灌溉

取用水量中，未有效利用的水量相当于几条黄河。

即使是在旱区，大水漫灌等方式依然被广泛使用。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之

余，还要建机制，将个人的利益与节水的行为密切

挂钩。只有调动大家自觉节水的积极性，才能让节

约用水从“意识”变为“行动”。

再者，抗旱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只就抗旱而

抗旱。比方说，如果只是简单地引水浇地，不一定

能取得理想的效果。不

妨从自身水资源情况出

发，将水资源的利用与调

整种植结构结合，引导老

百姓种植高产量、高产值

但耗水少的作物。只有

讲科学，才会事半功倍。

抗旱还需有备无患
张 雪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报道：天津市将从 2013 年开
始，连续 3 年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创建行动计
划，力争到“十二五”末，天津农民专业合作社总量达到
6000 家，80%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合作社成员收
入水平比当地经营同类产业的未入社农民提高 30%
以上。

天津农合社3年将达6000家

本报讯 记者张允强报道：当前辽宁省水稻大棚
育秧工作已全面铺开，水稻全程机械化已进入重要实
施阶段。年内实现水稻全程机械化，是该省今年农业
的重点工程。大棚育秧是水稻全程机械化的起点，目
前，全省已新建育秧大棚 1.4 万栋，占计划 1.67 万栋的
83.8%；落实机耕整地任务 869.5 万亩，落实农户 75.9
万户，占计划的 98.8%。

辽宁力争实现水稻全程机械化

本报讯 记者吉蕾蕾、通讯员郑友成报道：针对
农村电网基础整体较为薄弱，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
和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的问题，山东省曹县加快农村
电网建设步伐，不断加强农村电网基础设施建设。
截至目前，国家电网曹县供电公司累计投入资金 1.5
亿元，完成两个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对 4 座变电站
进行了增容改造，改造低压用电行政村 49 个，改造户
表 26357 户。

山东曹县电网改造促产业升级

春 天 里 的 种 业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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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7日，湖北省福娃三丰水稻专业合作社总社的机械插秧示范基地，工作人员正在操作手扶插秧机示范机械化插秧。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本报讯 记者冉瑞成、通讯员刘小平报道：重庆
市启动实施科技创业扶贫项目，以支持返乡农民工
为主线，通过选派科技特派员“一对一”帮扶农民工，
以创业带动就业，创业带动脱贫。目前，项目共支持
农民工建立了 61 家小微企业或专业合作社，推广新
技术、新品种 527 项，实现产值 1.3 亿元，直接新增就
业 290 人。

重庆实施科技创业扶贫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