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麦高产攻关田里，新品种小麦实测单产

超过878公斤；中药材育苗工厂内，现代化技术

保障药材种苗更地道；种公牛站冻精存储车间

里，高端肉牛种质资源被输送到全国各地……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亳州市坚持以科

技创新引领种业振兴，采用新品种、新技术、新

设备等，精心培育振兴之“种”，加快发展农业

新质生产力，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持续注入

“芯”动能。

新品培育，打造自有农业“芯片”
好种子让产量“赢在起跑线”

“最高单产878.6公斤，亩均产量约750公

斤，又是一个丰收年。”仲夏时节，提起刚收获

的1100亩小麦，涡阳县楚店镇后水波村种粮大

户张林森满面笑容。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把粮食增产的重

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产上。如何提高？

“小麦要高产，良种是关键。好种子让产

量‘赢在起跑线’。”张林森告诉记者，其家庭农

场每年示范种植十几个小麦新品种，根据测产

情况，选择2个到3个品种进行大面积推广，辐

射带动周边农户种植小麦5000余亩，亩均增收

约100公斤。

近年来，在省市农科院科研人员的精心指

导下，张林森家庭农场通过良种良法配套，高

产攻关田的小麦实测单产多次刷新全省纪录，

连续 4 年位居全省第一，其中最高单产达

913.18公斤。“涡麦9号”以亩产量782.85公斤

的成绩，刷新全国百亩连片高产纪录。

“涡麦9号”是“皖麦38”的升级替代品种，两

者均由亳州市农业科学院自主培育。“前者解决了

后者抗倒伏、广适性较差问题，亩均增产3%以上，

带动农民亩均增收50元至80元，已累计推广约

300万亩。”该农科院副院长冯斌告诉记者。

麦收时节，记者在亳州市农科院育种基地

看到，上万个形态各异的小麦品种渐次成熟。

冯斌仔细观察，认真记录，着手准备逐片收割

其培育的三代小麦。

“小麦性状稳定的过程通常要5年到7年，

还要经过产量比较、区域试验等多重考验，最后

经过审定，才能交给农民大面积种植。”冯斌说，

小麦从授粉杂交到诞生一个高产优质的新品种，

至少需要10年，是“万里挑一”的漫长历程。

种业振兴，同样离不开种业企业的参与。

涡阳县拥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种业企业有

7家，种子年生产加工能力8万吨。“我们培育小

麦新品种11个，累计推广种植面积超1000万

亩。”安徽谷神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说。

粮安天下，种铸基石。“涡阳是全国小麦制

种大县，累计培育小麦品种42个，小麦繁种面积

突破20万亩，产量达8.5万吨，小麦总产量连续

6年全省第一。”涡阳县委农办副主任杨永立介

绍，该县不断加强良种技术攻关，打造自有农业

“芯片”，着力解决制约种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工厂”育苗，精准解决药材繁育难题
好苗子让道地药材更地道

半夏、亳菊、白术、栝楼、紫苏……在亳州

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药用植物组培繁育中心，

各类中药材种苗长势正旺。

“这些都是通过组培技术进行提纯复壮与

脱毒快繁的中药材种苗，与市场种源相比，抗

性更强、品质更好、产量更高，亩均增产20%左

右。”该公司研发人员赵梦茹告诉记者。

中药材在自繁自用的种植过程中，受土

壤、气候等因素影响，导致种苗的抗逆、抗病等

能力下降。对此，该公司将现代生物、环境调

控、施肥灌溉、信息管理等技术贯穿于种苗生

产过程，用科技锻造中药材“芯片”，已形成30

余种中药材组培快繁技术体系，年产原种种苗

逾1000万株，在地扩繁能力逾2亿株。

“‘工厂化’育苗可以实现精确播种、精准

控制和集约化管理，是解决部分珍稀或大宗中

药材种苗供应紧缺、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的有

效途径。”赵梦茹说，围绕“工厂化”育苗技术，

该公司已获得4项实用新型专利。

从神医华佗辟下第一方药圃，亳州中药材

种植薪火相传、经久不衰。全市现有中药材种

植品种410多个，常年种植面积120万亩以上、

占全国的10%，其中规范化种植46万亩、居全

省首位。2023年，该市中药材种植业产值46.5

亿元，同比增长9.2%。

如何把好种苗转化为药农实实在在的好

处？示范、推广种植不可少。

亳州兴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了720亩

的亳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用

于种质资源在圃保存、创新利用、良种繁育、标

准化种植示范及产学研试验，并有序推进道地

药材种子种苗产品的商品化与应用。目前，该

公司已推广脱毒亳菊标准化种植逾1000亩，采

用项目合作方式在河南、山东、广西等药材主

产区推广中药材良种种植逾1万亩。

“科技赋能，有效解决了传统中药材种质

退化、混杂，扩繁能力不足等问题。”安徽中药

材种植联合研究中心负责人刘耀武表示，良种

繁育为中药材注入长寿“基因”，确保种源纯

正、品质优良，让道地药材更地道。

良种繁育，提供高端肉牛种质资源
好“芯片”为肉牛养殖添底气

宽敞明亮的牛舍里，一头全身黑毛、头顶

双角的公牛悠闲地吃着草料，见到陌生人靠

近，它歪着脑袋、喘着粗气，焦躁地走动起来。

“这头种公牛脾气不好，它出生于2015年6

月，体重超过950公斤，被评定为特级种公牛。”

在亳州市谯城区种公牛站生产基地，技术总监刘

明军指着1号牛舍的黑毛和牛告诉记者。

谯城区种公牛站前身为安徽省种公牛站，

是全省唯一的国家级良种牛肉种质资源开发

利用企业，主要从事牛种资源保护、繁育、科技

研发及冻精生产供应业务。该站现存栏国家

种质资源库备案种公牛82头，每年生产优质冻

精50万剂。

“我们生产的冻精产品严格遵循国家相关

标准，与进口冻精产品相比，价格更具优势。”

刘明军介绍，该站引进了全自动冻精生产线、

精子密度仪及冷冻仪等先进设备，保障种牛冻

精品质。

种牛冻精是培育高品质杂交肉牛的关键，

直接影响肉牛的抗病力、适应性、生长速度等，

是肉牛产业发展的“芯片”。

“种子‘芯片’是根本，是基础。不能随便拉

一头公牛来当种牛，要保证种牛的家族纯正，这

样有利于优良特性的稳定传承。”刘明军说。

谯城区是传统养牛大区，2023年肉牛养殖

规模达4.3万头、肉牛全产业链产值6亿元左

右。依托种公牛站建设，谯城区深入实施“秸

秆变肉”暨肉牛振兴计划，加快构建肉牛良种

繁育体系，鼓励支持农户发展肉牛养殖和基础

母牛繁育，减少周边养殖户远程调牛成本。

去年8月，谯城区对种公牛站的牛舍、采精

大厅、实验室等设施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进

一步完善种质资源繁育体系，提升肉牛种源生

产能力，提供高端肉牛种质资源，把种公牛繁

育良种输送到全国各地。

“种公牛站还与安徽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

建立合作关系，开展牛肉种业科技创新，提升

核心竞争力。”谯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

畜牧股股长沈州告诉记者，该站拟增扩种公牛

群体90头以上，年生产优质种公牛冻精60万

剂以上，打造国内肉牛种业研发创新基地、重

点项目创新研究开发与成果转化基地、专业人

才培养基地。 （安徽日报记者 任雷 曾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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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技术】

亳州市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种业振兴，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激活农业芯动能

仲夏葡萄管护忙

长丰县2024年高素质农民
培育水稻专业班开班

1、不要施用没有腐熟的饼肥。因为饼肥的碳
氮比小、分解快，局部容易产生高温和高浓度的氨
和有机酸，容易烧根。应该将饼肥打碎，浸泡3周左
右，高温发酵以后再施用。

2、不要施用硫铵与碳铵。硫铵是生理酸性肥
料，施用后会增加土壤的酸性，破坏土壤结构。碳
铵施用后挥发出大量氨气，对蔬菜生长不利。

3、不要施用含氯的化肥。氯离子能降低蔬菜
的淀粉和糖含量，使蔬菜品质变坏，产量降低，而且
氯离子残留在土壤中，能导致土壤酸化，容易造成
土壤脱钙。

4、不要在干旱条件下施肥。蔬菜是喜水的作
物，在土壤干旱时施肥，不但肥效不能充分发挥，而
且会使土壤溶液浓度骤然升高，容易使蔬菜烧根。
蔬菜施肥要与灌水相结合，要开沟施肥，把肥料埋
严实以后再灌水，或顺水追肥。

5、不要多施磷酸二铵。蔬菜需要大量的氮和
钾，需要磷比较少。即使补施磷肥，磷酸二铵不要
与草木灰等碱性肥料混合施用，以免引起氨的挥
发，造成氨害。

6、不要在生长后期追施钾肥。蔬菜一般在开
花前后需要钾肥比较多，以后逐渐减少。而且磷容
易被土壤吸收固化，失去肥效。因此，磷肥适合作
为基肥或在蔬菜前期集中施于根系密集的土层中。

7、不要将铁肥、稀土肥施入土壤中。铁离子很
容易被土壤固定转化成难溶性化合物而失去肥效，
所以铁肥不要施入土壤。铁在叶片上不易流动，应
该采用叶面喷施，可以用0.1%～0.3%的硫酸亚铁溶
液均匀喷施在蔬菜叶面上，或用0.05%～0.07%的稀
土微肥溶液在蔬菜叶面上喷施，每亩喷施50～60公
斤溶液即可。 （丁周）

种大棚菜 施肥注意“七不要”
6月25日，在淮

北市杜集区高岳街

道任官庄村，农民在

大棚内管理阳光玫

瑰葡萄。仲夏时节，

淮北市杜集区高岳

街道任官庄村的农

民抢抓农时，对葡萄

藤进行掐蔓、定果等

管护，为丰产打下基

础。近年来，淮北市

杜集区积极引导农

民种植阳光玫瑰、巨

峰等优质葡萄品种，

促进农民增收，助力

乡村振兴。

万善朝 摄

本报讯 近日，长丰县下塘龙虾养殖

专业合作社承办的2024年长丰县高素质

农民培育水稻生产班在长丰县下塘老年

大学开班，来自下塘镇、杨庙镇、造甲乡及

义井镇的50名水稻种植大户参加了此次

培训。

培训课邀请长丰县农广校校长叶继

刚解读今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农业政策，邀

请安徽荃银高科荃谷种业公司科研首席

专家马惠应教授讲授《水稻超高产轻简化

栽培技术》课程。马教授重点讲解了现阶

段直播水稻的田间管理技术要点，并邀请

学员们到他们公司的种植基地参观并作

现场讲解，下一步还准备到学员的种植基

地，根据每块田头稻子长势一对一指导浇

灌、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现场响起了热烈

的掌声，这种深入农业生产一线的专家教

授授课得到了学员们的一致好评，最后，

安徽民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农艺师孙俊

教授讲授《高标准农田改造及土壤费力提

升》课程。 (赵继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