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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产业，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青海省农学会在行动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为底线，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为重点，强化科技

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打好乡村全面振兴漂亮仗，以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青海省农学会深入

学习文件精神，并积极行动起来。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粮食之本、农业之基，是保障粮

食安全的核心要素。种业振兴对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推

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2024 年 3 月 2

日～4 日，青海省蚕豆产业首席专家、

青海省农学会理事刘玉皎研究员，带

领青海省蚕豆产业专家团队，深入海

南州共和县蚕豆种植主产区和种子企

业，对蚕豆产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对海南州蚕豆产业的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对当前的备耕春播工作进行指导。

专家团队在调研中，对海南州蚕豆产业发展的优势条件和所做的

工作给予了肯定；在蚕豆新品种区域化布局、丰产综合技术应用和机

械化生产技术普及等方面进行了现场指导；同时明确指出了海南州蚕



豆产业融入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和支撑可持续发展议程创

新实验示范区建设的发展路径，并表示要充分依托省级蚕豆成果转化

平台的技术优势和重大技术协同推广模式全力支持海南州的蚕豆产

业发展。

刘玉皎研究员提出了具体建议：一

是打好生态牌。蚕豆是环境友好型的作

物，蚕豆具有生物固氮和植物蛋白源功

能。蚕豆是粮、菜、饲、肥兼用的优势

作物，构建基于生态增效型农牧业发展

的“蚕豆+”新模式，做到土地用养结合、农牧深度融合，统筹资源

节约和区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统筹农业生态保护与农牧业绿色低碳

增效，对推动海南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样板区建设和农业可持

续试验议程创新实验区建设具有不

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二是建好种业基

地。充分利用海南地区冷凉等气候条

件和共和县被评定为国家级制种大

县的政策优势，努力打造种业北繁高

地，实施蚕豆种业振兴。在现有良种基地建设的基础上，按照一乡一

品或一村一品的发展模式，做到蚕豆品种区域化布局，逐步形成“育、

繁、推”一体化的蚕豆种业体系，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努力打

造面向全国的蚕豆良种繁育基地。三是提高种植效益。针对蚕豆生产

过程中用工量大，机械化水平较低的现状，要积极引进适宜机械化生

产的蚕豆品种、技术和机械，实现农机农艺结合，良种良法配套，降

低生产成本，充分利用重大技术协同推广模式，重点推广“宜机品种



+宜蚕机械+宜机技术+秸秆饲料化利用”等关键核心技术集成模式，

实现蚕豆生产全程机械化、全产业链开发，提高种植效益，实现生态、

生产、生活的和谐发展。

州县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专家团队的支持和

帮助下，将进一步实施好蚕豆的各项品种区域和生产试验，做好新品

种的选育推广工作；进一步创建单产攻关示范田和繁种示范基地，为

推进“三品一标”要求奠定基础；进一步加强蚕豆科技创新与研究合

作，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径，提升蚕豆产品综合竞争力和经济收益，为

全州蚕豆产业高质量发展添能赋智。

聚焦产业，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为更好服务产业振兴，青海省

农学会充分发挥会员在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作用，积极组织会员深入

基层，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为重点，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

增加农民收入，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青海省农学会作物育种专业分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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