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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使产业发展更上新台阶。在具体操作方面，首

先，应加强科研攻关力度，加大科技投入，整合科研

力量，加快研究新品种、新技术，解决优质、高产、抗

逆性强牧草品种短缺问题；其次，加强良种繁育和

高产栽培技术的推广应用力度，结合农技推广体系

推进与改革，加强科研队伍建设，建立较为完善的

服务体系；最后，加大退化草原的改良力度，充分利

用全省自然环境资源，大力改良退化草原，加大人

工种植草原的力度，集中力量解决好草原“三化”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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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蔬菜良种繁育产业发展现状与思考
张文波

（甘肃省张掖市种子管理局，张掖 734000）

摘要：通过阐述张掖蔬菜良种繁育产业发展现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推动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是进一步加大

对蔬菜良种繁育基地的政策扶持力度；扶持建设蔬菜良种繁育产业核心基地；建设蔬菜良种基地区域性病虫害检测中心；加大

良种繁育基地环境保护力度；建设蔬菜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农业部门联合开展工作，加大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种业协

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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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是典型的绿洲灌溉农业区，地形地貌类型

独特，土地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灌溉便利，

农作物种质资源丰富，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农民科技

素质相对较高，具有发展现代农作物种业得天独厚

的基础和条件。

“十二五”期间，张掖市蔬菜良种繁育面积稳定

在 7333.3hm2 左右（2011-2015 年 5 年平均数），良

种繁育基地主要分布在甘州、临泽、高台、山丹、民

乐 5 县（区）的 24 个乡（镇）。甘州区主要分布在沙

井镇、乌江镇、三闸镇、上秦镇、靖安乡、党寨镇、安阳

乡和明永镇；临泽县主要分布在鸭暖镇、沙河镇、新

华镇、板桥镇和倪家营镇；高台县主要分布在骆驼城

乡、合黎乡、宣化镇、黑泉乡和新坝乡；山丹县主要分

布在清泉镇、东乐乡和李桥乡；民乐县主要分布在南

古镇、六坝镇和新天镇。生产的种类主要有：番茄、

甜椒、辣椒、茄子、西葫芦、南瓜、四季豆、甜豌豆、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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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黄瓜、大葱、韭葱、洋葱、苋菜、花椰菜、芹菜、菜

心、白菜、萝卜、香菜、胡萝卜、生菜、芥菜、茼蒿、笋

子、油麦菜、小油菜、菠菜等。其中茄果类良种繁育

以杂交制种为主，基地主要分布在甘州、临泽和高台

3 县区；叶菜类（菠菜、芹菜、萝卜、菜心等）以常规种

为主，基地主要分布在山丹县、民乐县和甘州区、高

台县的祁连山沿山区。

1　发展现状
近年来，张掖市蔬菜良种繁育企业抢抓机遇，

稳定发展良种繁育基地，所生产种子远销美国、法

国、德国、日本、意大利、荷兰、韩国、泰国等 10 多个

国家和地区，与国外的多家公司建立了长期稳定的

良种繁育合作关系。除满足本省农业生产用种外，

还可向其他省份提供大批量的优质农作物种子。

2011 年张掖市从事蔬菜良种繁育企业 36 家，

良种繁育面积 7000hm2，产量 1161 万 kg，总产值

4.66 亿元。其中，对外良种繁育面积 733.3hm2，

产量 33 万 kg，产值 2.31 亿元；国内良种繁育面积

6266.7hm2，产量 1128 万 kg，产值 2.35 亿元。2015
年张掖市从事蔬菜良种繁育企业 58 家，良种繁育面

积 8473.3hm2，产量 1471.2 万 kg，总产值 6.94 亿元。

其中，对外良种繁育面积 400hm2，产量 18 万 kg，
产值 1.5 亿元；国内良种繁育面积 8073.3hm2，产量

1453.2 万 kg，产值 5.44 亿元。

“十二五”期间，张掖市蔬菜良种繁育产业呈

现出以下特点：蔬菜良种繁育企业逐年增加，2015
年比 2011 年增加 22 家，增长 61% ；国内代繁良

种繁育面积稳中有增，2015 年比 2011 年增加面

积 1806.6hm2，增长 28.8% ；对外代繁良种繁育面

积逐年减少，2015 年比 2011 年减少 333.3hm2，减

少 45% ；良种繁育产业总产值稳定增长，2015 年比

2011 年增加 2.28 亿元，增长 39.2%。

从全市蔬菜良种繁育情况来看，企业与农户的

生产方式有以下 2 种形式：一是“公司（良种繁育专

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每年春播前或当年年

底企业与农户商定蔬菜良种繁育的种类、面积和价

格，企业负责为农户提供亲本种子和生产全程技术

指导，并负责采收、取子、晾晒、精选等工作的组织和

技术指导；企业为良种繁育农户先行垫付部分亲本

种子款、农药款、地膜款及杂交良种繁育授粉人员的

工资，年底结算时公司再从种子款中扣除。

二是公司自行组织生产。公司将自有的良种

繁育田或者租赁的农场土地免费提供给良种繁育农

户，农户在公司的指导下统一种植，统一收购，年底

结算种款。

从签订的合同来看，张掖市蔬菜良种繁育既有

保产值合同，也有单价结算合同。以杂交番茄为例，

单价结算价格因品种不同而不同。

2　政策措施
蔬菜良种繁育产业是张掖市种子产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发展农业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新亮

点。为进一步做大做强种子产业，张掖市人民政府

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意见提出“按照高标准基本农田基本要求，

重点建设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和机械化的杂交玉

米、马铃薯、大（小）麦、瓜菜、花卉和杂交油菜等种

子产业基地，全面提高种子生产能力和抵御自然灾

害能力，保障种子供应数量和安全。”《张掖市农作

物种业发展规划（2015-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

在全市适宜地区，瓜菜、花卉、油菜等作物的良种繁

育面积稳定在 13333.4hm2，大力推进蔬菜良种繁育

产业发展，把张掖市建成全国一流的蔬菜良种繁育

基地。

3　存在的问题
3.1　劳动力不足　目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

出务工或从事其他行业，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而从

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年龄大多在 40~60 岁之间，普遍

存在劳动力不足、年龄偏大等问题。

3.2　生产成本逐年增加　受到劳动力不足情况影

响，生产成本及工价逐年增长，在蔬菜制种杂交授粉

高峰期，授粉工人数量严重不足，工价居高不下，导

致生产成本逐年增加。

3.3　病害有逐年加重的趋势　由于近年来本市蔬

菜良种繁育品种多，部分企业对病虫害防治工作重

视不够，环保理念不强，导致病害呈现逐年加重的趋

势，部分农户对采种后的果皮、果浆以及植物残体不

集中处理，而是随意乱扔，导致病虫害传播蔓延。

3.4　国外订单逐年减少　受到劳动力不足、生产成

本增加、病虫害加重及国外新品种在国内代繁生产

中存在“丢失”克隆现象，致使国外订单逐年减少，

生产基地向东南亚国家转移。

3.5　企业与农户之间尚未建立长久合作关系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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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种子生产企业没有稳定长期的生产基地，也不注

重培育基地，而是相互抢撬基地，签订合同时对农户

要求得多，对企业要求得少，双方权利义务不对等，

企业与农户之间尚未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

作关系。

3.6　部分种子生产企业质量意识不强　部分蔬菜

良种繁育企业存在人员知识更新慢，生产栽培技术

落伍，对农户的技术培训和指导有偏差，技术指导不

到位，企业质量意识不强等问题。

3.7　部分农户的质量意识、诚信意识和市场观念有

待进一步提高　部分农户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不按

公司要求开展生产，有的同时为多家企业生产种子，

给企业的管理带来了很多困难。出现种子质量纠纷

后，将责任全部归咎于企业，无理取闹，甚至到各级

政府缠访，严重挫伤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3.8　基地监管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张掖市是

全国最大的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多年来市、县

（区）种子管理机构将有限的监管力量基本上都投

入到玉米基地监管上，受经费短缺、监管力量不足等

因素影响，对蔬菜良种繁育基地的监管有待进一步

加强。

4　对策建议
4.1　进一步加大对蔬菜良种繁育基地的政策扶持

力度　目前，张掖市已被农业部认定为蔬菜区域性

良种繁育基地，建议今后进一步加大对蔬菜良种繁

育基地的扶持力度，从基地建设、企业融资、品牌建

设、质量提升等多个方面给予更多支持。

4.2　扶持建设蔬菜良种繁育产业核心基地　建议

在蔬菜良种繁育基地认定的基础上，参照国家建设

杂交玉米良种繁育基地的做法，由上级财政每年安

排一定数量的基地建设资金，加大对张掖等优势蔬

菜良种繁育基地的扶持力度。通过实施优势良种繁

育基地建设，改善基地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土地产出

能力，将张掖建成国家一流的蔬菜良种繁育基地。

4.3　建设蔬菜良种繁育基地区域性病虫害检测中

心　依托现有的市县区种子检测中心和植保植检站

病虫害检测室，选择基础条件较好、检测能力比较高

的检测中心（检测室），以市为单位建设区域性蔬菜

种子病虫害检测中心，加大对良种繁育基地病虫害

尤其是检疫性病害检测力度，降低病虫害对蔬菜良

种繁育产量和质量的影响。

4.4　加大良种繁育基地环境保护力度　蔬菜良种

繁育企业调入的亲本种子，必须经过复检后方可安

排生产，同时要加强田间管理，尤其是对果皮、果

浆及植物残体的处理，引导教育农户增强环境保

护意识，做好就地深埋或焚烧处理，加强种子进出

口检疫，采取联防联治等办法，控制病虫害的传播 
蔓延。

4.5　建设蔬菜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由于甘肃

省没有蔬菜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企业之间发生

种子质量纠纷尤其是纯度纠纷时，企业无法提供检

测报告。特别是在对外制种中，一直以来都是以外

方检测结果为准，国内代繁生产企业一直处于被动

地位，不利于产业的良性发展。建议依托省级相关

部门现有种子检测中心，立项建设蔬菜种子质量监

督检测中心和国际种子检验协会（ISTA）认可的实

验室，实现检验结果国际互认，扭转委托代繁企业在

贸易中的被动地位。

4.6　农业部门联合开展工作　建议种子管理部门

与植保植检部门联合开展工作，加强对蔬菜良种繁

育企业的监管力度，做到信息共享，共同开展基地检

查、田间检验、病虫害预报、防控等工作，促进蔬菜良

种质量提升，病虫害有效防控。

4.7　加大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　建议省农牧厅

等单位适时举办以蔬菜良种繁育提质增效、病虫害

防治、国外蔬菜良种繁育产业发展现状等内容为主

的专题培训班，对全省蔬菜良种繁育企业负责人、技

术人员和种子管理人员进行专题培训，通过培训进

一步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

4.8　种业协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建议省市

种业协会适时组织开展一些考察交流活动，组织蔬

菜种子企业赴外考察学习，学习国内外蔬菜良种繁

育企业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帮助企业开拓

视野，助力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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