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题
责任编辑：张蓉  美编：张晓晔  校对：董建敏 2022 年 6 月 13 日    星期一

8版

本社地址：宝鸡市经二路东段 5 号        邮政编码：721000        网址：www.cn0917.com        办公室电话：（0917）3214884        电子邮箱：bjrbs@vip.163.com         投稿邮箱 :bjrbbjchb@163.com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917）3273248     广告热线：（0917）3273352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6103001000003      发行热线：（0917）3273234     定价：每月36元   零售每份2元      宝鸡日报印务有限公司印

优  农业大县基础良好
6 月 7 日，在扶风县午井镇贤

原村陕西润农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润农种业”）的制种基

地，金黄的麦田一眼望不到边，一

阵清风吹过，麦香扑鼻。

“这片基地总面积 1300 亩，种

的是西农 388 和西农 1125 两个品

种。西农 388 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育种专家王辉老师培育的品种，

它的特点是矮秆抗倒、产量高。经

过这两年的种植测算，有的地块

亩产已经达到了 700 公斤。对种

业来说，品种为王。制种大县的创

建，必须要有好的品种，这是制种

大县的基础。”公司总经理毕海峰

对笔者说。

提起润农种业，业内人士都

知道，该公司成立 8 年，是全市四

家省办证种子企业之一，目前繁

育面积 15000 亩左右，年收获种

子 650 万公斤，繁育总量位居全

省前列。  

润农种业只是扶风县内众多

制种企业之一。

扶风县是西北地区的农业大

县，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县

粮食面积 68.8 万亩，小麦种植面

积 40.1 万亩左右，玉米种植面积

28.7 万亩，粮食总产量 26.5 万

吨。目前，县域内有九丰公司、润

农种业、巨良农场、伟隆种业、豆

村农场等 30 多家种子企业与合

作社，现有小麦良种繁育基地近

10 万亩，年产小麦良种 5000 多万

公斤。

毕海峰对笔者说：“扶风土

壤条件好，土壤耕层深厚，肥力基

础好，生产的小麦质量好，无论是

外观、品相，还是它的筋度、淀粉

含量等都属上乘，品质没的说。因

此，很多制种企业都把制种基地

选在扶风。”

扶风县农技中心农技站站长

李永刚告诉笔者，扶风县是我省

有名的小麦良种繁育基地，除了

先天的地理条件优势外，还有地

缘优势，毗邻杨凌，和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等

高校有着深度联系，很多教授的

育种团队和实验基地都在扶风，

成果的转化、应用较快。从上世

纪 80 年代开始，县内就有很多

实验田块，集中在太白村、长命

寺村、杨吉岭村等。此外，随着统

繁统供、小麦良种补贴、“一喷三

防”集约化管理的实施和标准化

农田的建设，群众的作务习惯有

了很大改变，掌握了很多精耕细

作的种植方法，连片大田的耕种

面积也不断扩大。目前，全县已

建成近 10 万亩的繁育基地，这

成为制种大县创建中得天独厚

的优势。

赞  繁育一体成果丰
在扶风县种子界，有一位传

奇人物。

他扎根扶风 50 多年，不为名

利，怀揣“育种报国”的梦想，潜心

小麦育种，先后培育出 9个小麦品

种，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小麦育种

专家、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研究员

赵瑜。

扶风县豆村农场，就是赵瑜

小麦研究所。大门口挂着两个牌

子——“农业部优质小麦品种（武

农系列）原原种扩繁基地”“杨凌职

业技术学院赵瑜小麦研究所”。进

入农场，远处是 50多亩的试验田，

里面是各种即将成熟的小麦品种

（筛选期）；院子里放着一袋一袋的

麦穗，每个袋子上都有标号。

87 岁的赵瑜每天还在制种一

线忙碌，选穗、考种……

“这些是第七代的标本，马上

要再筛选。”赵瑜的助手刘江梅对

笔者说。

如果说制种是手段，那么育

种就是关键，一个好的小麦品种

凝结着育种专家一生的心血。

从上世纪 60 年代至今，赵瑜

和他的小麦研究所就像一粒“种

子”，在扶风县这块肥沃的土地

上“生根发芽”。在优质专用小麦

品种选育方面，他先后育成了“武

农 986”“武农 66”“武农 611”等小

麦品种，各项品质指标均达到国

家优质强筋小麦标准，其中“武农

611”主要品质指标赶超世界先进

水平。去年，他的两个新品种——

“武农 981”和“武农 988”通过了

国审，这两个品种都是矮秆早熟、

抗倒力强、穗粒数 60 以上、千粒重

60 克以上大穗大粒优质超高产系

列品种。

这些年，赵瑜的小麦品种在

全国累计推广 8000 多万亩，帮助

农民增收 50 多亿元。

最近，扶风县天度镇永平村

1000 亩小麦种子丰收了。“我们这

边靠近山区，地理条件一般，属于

旱薄地，往年亩产 400 公斤左右，

去年种了武农 66，今年亩产达到

了 600 公斤！”村民高兴地说。

去年，县上联合种业公司在

永平村建了一个千亩制种基地，

种的就是赵瑜培育的武农 66。按

照合同约定，种业公司将按照高

于市场价 10% 的价格统一收购。

制种基地的建设，对村里来说是

个新的产业方向，同时，它也是扶

风县在制种大县建设中“一村一

品”模式的有益探索。

谈到制种大县的建设，赵瑜

说：“粮食是国家安全的基础，种

子是有生命的生产资料，它的战

略地位非同一般。育种在专家，制

种在地区。扶风在制种方面有先

天优势，创建国家小麦制种大县，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为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贡献扶风力量。全县

上下要形成合力，建设规模化的

制种基地，同时结合村上建设‘千

亩示范方’，将制种做成‘一村一

品’‘一镇一品’项目。”

嫽  功能农业前景旺
6 月 7 日，笔者来到扶风县绛

帐镇，这个当年马融设帐教学的

地方，如今已经成为该县重要的

粮食生产基地之一。

在侯家村陕西九丰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的科研基地，总经理王

琪琳拿着一些彩色的麦粒对笔者

说：“这些蓝色的小麦，铜、锌的含

量比较高，可以补充人体的一些

微量元素；紫色的小麦富含花青

素，比较适合患有高血压等疾病

的人群食用……”

陕西九丰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是宝鸡市首家具有农作物杂

交种子经营资格的民营科技企

业，是农业农村部确定的“国家

农作物育种创新基地”，被国家

种子协会评定为A 级信用企

业。公司目前拥有小麦育种材料

2500 多份，现有小麦自主知识产

权品种 9 个，小麦良种四级（即

育种家种子田、原原种（穗行圃）

田、原种田、良种田）繁育体系健

全完整，在扶风县拥有繁育基地

2 万亩，年生产小麦种子 1000 多

万公斤。

近几年，该公司不断强化科

研队伍建设，引进高层次人才，

并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

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教授

组成研发团队，开展协作育种和

技术攻关。

36 岁的王琪琳就是其中一

位。他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

毕业后，就进入九丰公司。王琪

琳目前着重做功能农业的研究。

所谓功能农业是指农产品的营养

化、功能化，它是通过生物营养强

化或其他生物技术手段使农产品

具备保健功能。笔者看到的彩色

小麦就是功能农业的产品。

王琪琳告诉笔者：“公司引

进特殊类型小麦育种材料 1000 多

份，目前已经研发出十几个品种，

黑宝麦 3 号、黑优 1 号、中蓝麦 1

号等品种参加陕西省特殊类型小

麦区域试验，表现良好。”

县上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

九丰公司实施的“完善创新链、延

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融通供应

链、健全生态链、重构利益链”六

链融合的思路，聚焦功能农业，实

现三产融合的发展路径，将推进

全县粮食生产转型升级。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

济沧海！

在这收获的六月，在这成熟

的麦香中，扶风人正以前所未有

的热情，凝心聚力，务实笃行，扛

牢粮食安全责任，全力以赴向着

国家小麦制种大县迈进！

种子被誉为农业的“芯片”。
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调研时强调 ：“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

关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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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支持扶风县创建国家小麦制种大
县，这也是扶风县“十四五”期间的战略目标之一。创建国家小麦制种大
县，从国家层面来说，是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种业振兴决策部署和

《“十四五”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建设规划》有关工作，加快农作物制种基
地建设和保护，推动制种基地提档升级，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种保
障能力 ；从县域层面来说，将推动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夯实高质量发展
的县域经济基础。

那么，创建国家小麦制种大县，扶风县有哪些优势和良好的资
源？县上这些年围绕种业做了哪些工作？带着这些问题，日前，笔者
进行了走访。

扶风 ：
加速迈向国家小麦制种大县  
■ 王玲

有保健功能的蓝色小麦

技术人员查看小麦种子的成熟度

技术人员展示刚收获的育种材料

新品种小麦育种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