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论述10 2017年第11期

新业态下岑巩国家级种子生产基地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龙承元 1　代国权 2　徐　燕 1　蒋大勇 2　王天毅 2

（1 贵州省黔东南州种子管理站，556000；2 贵州省岑巩县农业局，557800）

摘要：岑巩县自 2015 年获得国家制种大县财政奖励资金支持以来，在基地“五化”建设、种子生产加工、质量管控、产业激

励机制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效。分析总结岑巩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建设的经验，有利于更好地落实制种大县奖励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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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种业作为国家核心产业，对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推进现代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国家十分重视农作物种业的发展，国务院连续 3 年

发布了 3 个国家发展农作物种业的文件，提出“要

加快种子生产基地建设”[1]。新修订《种子法》明确

规定要将优势种子繁育基地列入基本农田，实行永

久保护。2013 年，农业部认定岑巩县等 31 个市县

为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张掖市等 26 个市

县为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 [2]。2015 年，农

业部、财政部通过竞争择优、滚动支持的方式，首次

对岑巩县等 20 个育制种大县实施制种大县奖励政

策。2017 年是第一轮制种大县奖励资金项目实施

的最后一年，分析总结岑巩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

产基地建设的经验，有利于更好地落实制种大县奖

励政策，助推现代种业发展。

1　基地情况
岑巩县地处贵州省东部，交通便利，已开通沪

昆高速、高铁等交通干线。当地气候温和，属亚热带

季风性湿润气候，无霜期长，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

16.2℃，常年降雨量 1100~1300mm，大于 10℃有效

积温 5375℃，日照总时数 1000~1200h。
岑巩杂交水稻制种始于 1976 年，已持续生产

40 余年；有高级经济师 1 人、高级农艺师 18 人、农

民土专家 85 人，制种大户 201 户，制种专业合作

社 85 个，种子企业 2 家。制种基地土壤肥沃，以

小丘陵山地为主，自然隔离条件好，是生产种子的

“天然车间”。岑巩有适宜杂交水稻制种面积 9000
余 hm2，其中两系制种面积 2000hm2。王际凤等 [3] 

研究发现，岑巩两系法制种纯度风险小于湖南；特

别是龙江河沿岸，自 1961 年以来，7-8 月份平均

气温 26.3℃，平均最高气温 32.1℃，平均最低气温

22.4℃，平均日较差 9.8℃，相对湿度 80%~90%，未

出现连续 3d 以上雨日，是国内两系制种育性转换最

稳定（保证率达 97.9%）、气候变化最小、制种质量最

有保障的地区。基地从未发生重大水稻病虫害，特

别是无检疫性病虫害。 
岑巩与隆平种业、安徽荃银、合肥丰乐等知名

企业建有长期稳定的合作。近 5 年基地生产面积都

在 2000hm2 以上，其中两系制种面积在 667hm2 以

上。2017 年有 1 家企业在岑巩申办农作物种子生

产经营许可证，12家企业委托生产，备案品种 43个，

制种面积 2820hm2，其中两系制种面积 1027hm2。

2　基地建设及成效
2015 年，国家制种大县奖励资金（以下简称奖补

资金）给予岑巩 3000 万元支持，分 3 期到账，分别为

2015 年 1305 万元、2016 年 930 万元、2017 年 765
万元。本着做强优势、补齐短板的原则，岑巩以基地

“五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信息化）

建设为重点，以科研试验、质量管控、激励机制为支

撑，全面推进杂交水稻制种产业现代化发展。

2.1　突出“五化”建设，夯实产业基础　农业现代

化是农业改革的内在要求。岑巩以奖补资金为引

导，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引领，充分调动企业、群众和

政府各部门的积极性，完成 800hm2 中低产田改造，

建成“五化”示范基地 3 个、智能化育秧工厂 1 座

（3072m2）、立式烘干塔（30t/h）、精选包装线（10t/h）、
种子生产加工全自动车间及库房 1 座（5600m2）、种

子气调库 1500m3 以及智慧农业云平台等，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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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岑巩制种产业“五化”水平。周坪园区“五化”示

范基地建设共流转农地 200hm2，园区制种示范户纯

收益达 2.9 万元 /hm2，比水稻种植高 2.6 万元，比散

户制种高 0.7 万元。育秧工厂、烘干塔等设备的投

入使用，进一步增强了企业抗击自然风险的能力，3
年来为农户挽回经济损失 600 万元以上。集成 3S
技术的智慧农业云平台大大缩短了基地与企业的距

离，开启了岑巩基地信息化建设的新征程。

2.2　强化试验示范，提升科技水平　依靠技术创新

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4]。2013 年

岑巩县成立周坪杂交水稻制种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园

区，已培育成省级重点农业园区、科技部第六批“国

家科技示范核心区”。3 年来，县种子管理站组织完

成 105 个新品种试制、148 个纯度鉴定、127 个亲

本观察，10hm2 制种高产技术试验、12hm2 机械化

插秧试验、8hm2 无人机授粉试验以及 200hm2“五

化”基地展示，培训农民 6500 余人次。各科研人员

分别组织实施的杂交水稻制种高产技术试验都获得

较理想的产量，宜香 4106、汕优 108、晶两优华占高

产田每 hm2 产量分别达 4.935t、4.794t、4.699t。新

选育品种 T 香优 557 通过贵州省 2016 年农作物品

种审定。得益于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近 3 年岑

巩杂交水稻制种单位面积产值分别同比增长 1.6%、

1.2%、1.3%，单 位 纯 收 益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8.9%、 
8.6%、8.8%。

2.3　强化质量管控，化解产业风险　有效的农业风

险管理是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的重要保证 [5]。生产

合格的杂交水稻种子、规避质量风险是杂交水稻制

种工作的重中之重 [6]。监管得力、主体诚信、制种保

险、保底收购已成为岑巩应对各阶段风险、取得长足

发展的必胜法宝。岑巩县通过统一生产合同、统一

生产档案、统一收购价格、合理规划企业生产区域、

打击非法生产等措施有效规范了种子生产经营次

序；狠抓种子质量监管，全方位开展基地巡查、抽检

工作，有效保障了种子质量安全，基地无纠纷。基地

从未发生无证生产、套购抢购、非法生产转基因种子

等行为。水利设施、育秧大棚、加工烘干设备的不断

完善，进一步增强了产业抗击风险的能力。

岑巩于 2014 年开始实施杂交水稻制种保险，推

行“基本保险 + 补充保险”（保费 900 元 /hm2，保额

1.5 万元 /hm2）；目前，杂交水稻制种保险已实现全覆

盖，保费（最高 1710 元 /hm2）缴纳变得更加灵活，赔

偿标准（最高 2.7 万元 /hm2）更加规范。保底收购制

度的实施，让种农吃上了“定心丸”。3 年来，种子质

量实现零纠纷；制种保险赔偿农户经济损失 90 余万

元，减轻了 600 个家庭的经济负担。

2.4　强化激励措施，增强发展动力　在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经济新常态形势下，发挥改革创新引领农

村、农民和农业的动力作用尤为重要 [7]。岑巩将杂

交水稻制种列入农业主导产业，并对龙江河沿线杂

交水稻制种区实行永久保护。项目通过以奖代补的

形式，鼓励企业、村组织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激发了

社会资本投入制种产业的积极性。周坪村两委将从

村民手中流转出来的土地进行整治，建成标准化制

种基地，实现年增收 7500 元 /hm2；既打破了一家一

户的低效益生产，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取得非常好

的社会、经济效益。新品种、新技术运用方面，通过

政策扶持返乡青年、大学生进行示范推广，有效提升

了制种基地全程机械化水平。产业发展方面，通过

产业扶贫基金、“万名农业专家服务基层”行动对口

帮扶贫困户扩大生产，有效带动了 2986 户农民脱贫

致富。

3　思考与建议
奖补资金到位之后，岑巩县制定了奖补资金管

理制度、奖补资金实施方案，有效保障了资金安全。

资金的使用分配方面，约有 76% 用于产业“五化”

建设，12% 用于产业激励机制建设，9% 用于产业风

险管控体系，3% 用于科技创新。资金使用坚持专

款专用、公开招标、集中采购和定期审计，未发生占

用奖补资金购买车辆、新建楼堂馆所以及搞“政绩

工程”、“形象工程”等问题。资金使用过程充分发

挥了奖补资金的杠杆作用，撬动水利、扶贫等方面资

金 14513 万元用于完善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8253
万元用于发展生产。奖补资金项目解决了岑巩

700hm2 农田的工厂化育苗、1200hm2 农田的机械化

生产、1300hm2 农田的稻种烘干晾晒等问题，使制种

成本下降 26%，单位规模新增纯收益达 6990 元 /hm2， 
经济效益较好；累计为 8000hm2 制种田提供制种保

险补贴，新增就业岗位 3600 个，帮助 1600 户贫困户

脱贫，让群众分享到现代种业发展的红利，社会效

益凸显；推广高产高效制种技术，减少了化肥、农药

等投入品的用量，更加有利于保护环境，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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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奖补资金虽然为岑巩杂交水稻制种产业可持续

发展增添了新动力、新机遇，但产业发展仍面临着一

些问题和困难，如农业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建设资金

缺口大；新型经营主体带动能力有限，当地种子企业

研发能力较弱；青壮年劳动力缺乏，基地种农老龄化

严重；“倒春寒”、连绵秋雨、特大旱灾等极端自然灾害

频发，企业承受风险能力弱；农户经营规模小，新技术

推广普及较慢，比较效益日渐下降等等。应对制种产

业发展中的问题和困难，建议重点做好几方面工作。

3.1　做强生产型种子企业，打响“思州稻种”品牌　

我国种业发展的未来，应是少数 “育繁推一体化”企

业为龙头，专业和区域型企业作补充，服务型企业为

支撑，共同构成现代种业体系 [8]。岑巩基地自然资

源优势明显，当地种子企业要立足于丰富的生产资

源，在种子生产加工技术和企业管理上下功夫，实现

企业、基地双赢。地方政府要以金融服务为突破，从

园区支持、项目带动切入，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推动“企业 + 村组织 + 大户”、“企业 + 基地”、“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等多种生产经营业态有序发展。充

分利用资本市场服务脱贫地区的政策，帮助基地有

实力的种子企业上市。积极组织企业申报农产品地

理标志，打响“思州稻种”品牌。

3.2　完善制种保护区基础设施，提升产业“五化”水

平　制种基地建设滞后是我国种子产业发展的三大

瓶颈之一 [9]。建议中央和省级财政继续加大对山区

农田水利的投入力度，缩小农田水利财政投资的地

区差异。岑巩作为国家级种子生产基地，要充分利

用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完善制种基地基础设施；特

别是要鼓励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将分散的农田适

度地集中起来开展整理，建成适宜“五化”的制种基

地，提升良种生产能力。稳妥推进农业基础设施投

资 PPP 模式，充分利用投资补贴来激励社会投资主

体参与，进一步总结周坪园区经验，完善“政府部门 + 
龙头企业 + 农户”、“政府部门 + 专业合作社 + 农户”

的运作方式，加强农户对农地整理的全程参与，提高

项目的投资效率。

3.3　创新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提高种子产量与质

量　种业的竞争是技术和资源的竞争，归根结底是

自主创新力的竞争 [10]。岑巩种业需要结合自身的

优势，充分利用外部资源；支持科研院所、企业到岑

巩建立试验示范基地，鼓励当地种子企业与科研院

所合作选育新品种、研究高产高效制种技术。加强

基地大数据平台建设运用，完善两系杂交水稻制种

基地与时段选择决策支持系统，为种子安全生产提

供保障。继续抓好种农的技术培训，大力推广运用

高产高效制种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业效益。

3.4　推进一二三产融合互动，增强产业风险抗击能

力　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既是主动适应经济新

常态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现实选择，

更是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换的重要途径 [11]。充分

利用周坪园区作为全省唯一的杂交水稻制种高效生

态农业示范园、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县核心区

的先天优势，用好“绿波春浪满前陂”、“路转溪桥忽

见”的现代山地农业风光，唱响“稻花香里说丰年，听

取蛙声一片”的天籁之音，助推“农文旅”一体化发展

和“四在农家、美丽乡村”示范区建设，实现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大力推动农业政策性保险，完善产业

风险管理机制，增强抵御自然、价格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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