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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24日，广东省农
业科学院（以下称“省农科院”）
在广东广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院白云基地）举办了“广东省农
作物种质资源库（圃）建设与资
源收集保存、鉴评”项目验收及
广东特色农作物种质资源展示
活动。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顾
幸伟、副厅长江毅，广东省科技
厅副厅长李旭东及省农科院院
长陆华忠，项目负责人、副院长
易干军等出席活动。中国科学
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刘耀
光，中国农科院作物研究所李立
会研究员，广州大学刘宝辉教
授，华南师范大学阳成伟教授，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罗世孝
研究员，华南农业大学李就好教
授等组成验收专家组。验收会
议由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
理处处长刘中国主持。

广东是国内开展种质资源
库建设和研究利用最早的省份，
保存农作物种质资源占 全 国
15%左右。广东省委、省政府历
来高度重视种业发展，特别是
种质资源领域的基础性工作，
通过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加强
对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和创
新利用研究。2018 年，“广东省
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建设与
资源收集保存、鉴评”项目获得
省农业农村厅批准立项支持，
投资 5000 万元，依托省农科院
建设。历时三年多，该项目顺

利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和任务指
标。经专家质询和讨论，一致
同意该项目通过验收。

江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
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不仅要
建好，更要用好。对于农作物
种质资源，关键是要最大程度
地利用起来。一是要加快推进
资源的集中保存。要充分利用
好广东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
库，逐步推进集中保存。二是
要加快推进种质资源的初步鉴
评和深度鉴评。要推动建立长
期稳定支持种质资源保存利用
工作机制，通过对资源深度鉴
评，加强优异基因挖掘与功能
验证，为培育突破性大品种奠
定基础。三是要重点建立种质
资源信息交流和共享利用机
制。加快形成农作物种质资源
信息公开和共享交流机制，推
动建设农作物种质资源数字化
共享平台，实现种质资源的数
字化统一管理和基于数据的高
效挖掘和精准利用。四是要利
用种质资源促进突破性重大新
品种的培育。围绕国家战略需
求和我省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需
求，加快“种源”核心技术攻关，
培育一批高产高效、绿色优质、
节水宜机、专用特用突破性重
大品种。

验收会后，顾幸伟、江毅、李
旭东及与会人员一行参观了广
东农作物种质资源信息展厅、广
东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库（中心

库）以及广东特色农作物种质资
源展。顾幸伟等详细察看各个
展区情况，了解种质资源收集、
保存、利用及新品种选育成果。
顾幸伟表示，种子是农业的“芯
片”，种质资源是组成“芯片”的
关键，是一个国家的关键性战略
资源。我省目前已经形成了作
物、畜禽、水产、微生物四大类的
种质资源建设体系，广东农作物
种质资源库（圃）要以项目建设
为基础，构建收集、鉴评、共享、
创新全流程、全链条的育种创新
体系，为农业科技创新和种业振
兴提供强大动力。

当日，在省农科院白云基地
金颖广场举办的广东特色农作
物种质资源展及开放日活动晒
出了广东农作物种质资源“家
底”，水稻、蔬菜、作物、岭南特
色水果、花卉等近 1000 份优异
特色资源实物和品种华丽亮
相，包括由省农科院育成的、我
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籼稻品种

“黄华占”、我省播种面积最大
的优质水稻品种“美香占 2号”、
引领广东红茶产业发展的“英
红九号”、占领高端市场的“仙
进奉”荔枝，以及大名鼎鼎的

“铁柱冬瓜”、“粤甜 28 号”甜玉
米等等。活动吸引了众多院所
职工和市民前往参观。

“广东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库
（圃）建设与资源收集保存、鉴
评”项目建成了华南地区规模最
大、系统最全的农作物种质资源

保护库，极大地提升了我省种质
资源安全保存能力，为实施种业
振兴行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项目实施，依托省农科
院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国家与省
部级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库
（圃）、原生境保护点、离体保护
库和DNA库相结合的种质资源
保护体系，可容纳不同类型的农
作物种质资源40余万份、种质基
因（DNA）样本50万份。

省农科院现拥有国家种质
资源圃（分圃）6 个、农业农村部
种质资源圃 3 个、广东农作物种
质资源保护库（中心库）1 个、省
市共建库（圃）11 个。广东农作
物种质资源保护库（中心库）是
广东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
的核心，通过项目实施进行升级
改造后，库容量从原来的10万份
提高至15万份。

目前，省农科院农作物种质
资源保护体系累计保存农作物
种质资源6.3万余份，涵盖190多
种农作物，占全省的70%以上，规
模居华南地区首位。包括：水稻
24871 份、甘薯 2000 余份、玉米
2000 余份、花生 4156 份、蔬菜
6000 余份、香蕉 350 余份、花卉
2596份、荔枝 600余份、黄皮 225
份、桑树 1680 份、茶树 2146 份，
等等。其中：荔枝、黄皮、热带亚
热带桑保存数量居世界首位；鲜
食玉米、香蕉、番木瓜以及冬瓜、
丝瓜等华南特色蔬菜资源保存
数量为全国之最；甘薯、烟草等

旱地作物资源保存数量为全国
领先；野生稻和地方品种资源、
茶树、柑橘、龙眼、菠萝、芒果资
源的保存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项目同期建成了信息资源展厅，
展厅综合运用文字、图片、实物、
远程监控和视频等手段，展示了
广东省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保
存利用的历史成就与现状，打造
了全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工作的
展示窗口。

得益于关键性种质资源的
收集、保存、发掘与利用，省农科
院种业科技创新能力突出，在水
稻、蔬菜、玉米、甘薯、花生、果
树、茶叶、花卉、桑树等育种领域
均作出了重大贡献。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省
农科院育成通过审定品种 739
个，获植物新品种权148件，提供
了广东省 63.4%的农业主导品
种。

通过项目实施，省农科院新
选育出一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的新品种，如填补我国香蕉粮食
和加工用途品种空白的“美食
蕉”、可在夏秋和冬季连续开花
的“四季红墨兰”、甜度赶超巴厘
菠萝的“粤甜菠萝”、有望打破国
外樱桃番茄品种垄断的“粤科达
101”等。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将不负
使命，继续前行，为实现种源自
主可控，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奋
斗。
（文图/通讯员 钟佳宜 陈晴 马静）

守护农业“芯片”
助力种业振兴

湛江市2022年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主场活动启动

本报讯 弘扬时代新风，助力
乡村振兴。6月 23日，湛江市科
协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市教育局、市科技局等16个部门
在湛江市赤坎区金沙湾广场举
办湛江市 2022 年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主场活动。活动通报
表扬 2021 湛江市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优秀组织单位，并
为 2022 年湛江市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服务队授旗。中共湛
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程凤英
出席活动。湛江市科协党组书
记、主席郭荣波代表主办方致
辞。

程凤英强调，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是加强农村思想
政治工作、提高农民思想道德和
科学文化素养、助力乡村振兴的
品牌项目和民心工程。希望各

单位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科普工
作者、科技志愿者紧密围绕“弘
扬时代新风，助力乡村振兴”的
活动主题，面向农村积极开展送
理论、送文明、送服务、送科技、
送人才活动，用农民听得懂、学
得会、用得上的方式解决农民技
术难题，形成“三下乡”活动常下
乡、常在乡的新格局，为提高我
市全民科学素质、全力建设省域
副中心城市、加快打造现代化沿
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提供强大
精神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精彩纷
呈的科普暖场表演：湛江中医学

校歌唱表演《红树林之歌》拉开
活动序幕、岭南师范学院物理学
院创客空间表演科普剧《核电就
业记》、广州新烨数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带来《Alpha 机器人舞
蹈表演》、吴川市第一中学教师
创新团队《奇妙科普秀》轮番上
演、湛江市第二十五小学科技社
团《航模无人机表演》。

活动现场同步开展科普集
市，广东海洋大学水生生物博物
馆、湛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湛江中医学校、国核湛江核电有
限公司、湛江市老科学工作者协
会、湛江市农业专业技术协会等
单位设立咨询服务台25个，开展

农业种植技术、健康、海洋生物
等知识普及宣传以及赠农产品、
水培展演、义诊、航模表演等服
务。

主场活动启动后，湛江市科
协将继续联合宣传、教育、科技、
卫生等部门深入基层，结合迎接
党的二十大群众性主题宣传教
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依托全国科普日、科普大篷
车、流动科技馆巡展等品牌项
目，广泛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科技
卫生“三下乡”系列活动。

（湛江市科协）

与会领导专家参观广东特色农作物种质资源展。

湛江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服务队授旗仪式。 图源湛江市科协

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系统最全的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库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