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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之路

雪峰种业科技人员在实验室提取种子

DNA。     黄云 摄

  ▶孙小武在查看繁

育的南瓜新品种长势。

 黄云 摄 

粮安科技杂交水稻示范基地。  申兴刚 摄

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世界。一粒种子，就是一个未来。种业，是农业的“芯片”。

邵阳市作为湖南省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在杂交水稻高产攻关、航天育种等

领域成果显著。2025年正值袁隆平团队超级稻攻关20周年，5月22日，是袁隆平逝

世四周年纪念日。为此，本报特推出“邵阳，真有种”特别报道，以飨读者。

编 者 按

“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

饥饿。”这是早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写

给母亲信中的一句话。袁老笔下的“种子”，不

仅是现代农业的根基，更是民族精神的火种。

袁隆平与邵阳的渊源，始于对“一粒好种

子”的执着追求。早在半个多世纪前，他就将

关注的目光投向这片发展民族种业的热土。

他多次亲临邵阳指导杂交水稻科研工作，并

在武冈等地设立工作站。在他的指导和带领

下，邵阳不断攻克高产难关，多次创造农业农

村部超级稻全国最高纪录。其“良种、良法、良

田、良人”理念在邵阳落地生根，禾下乘凉梦

也照进现实。

“国无农不稳，农以种为先”。我国有 14

亿多人口，日均消耗约 70 万吨粮、9.8 万吨

油、192 万吨菜和 23 万吨肉。这组巨大的数

字，不仅关乎民生温饱，更直接关系着国家粮

食安全命脉。对于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来说，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硬道

理。当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

超 95%，但仍有部分蔬菜依赖进口，高端品种

价格堪比黄金。中国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

里，关键要从“一粒种子”抓起，从源头上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这句话在邵阳得

到了最生动的诠释——走进邵阳种质资源

库，8000 多种优质种源在这里静静沉睡；放

眼广袤田野，10 万亩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年复

一年地孕育希望，贡献着全省三分之一、全国

8% 的种子产量；仰望浩瀚星空，398 粒南瓜种

子搭乘神舟十五号飞船完成太空之旅……从

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地面到太空，邵阳正以

“种业硅谷”的姿态加速奔跑，在中国种业振

兴的征程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时代华章。

种业振兴的背后，是“把论文写在大地

上”的坚守。袁隆平为禾下乘凉梦奔波一生，

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光，仍在稻田躬身观察；新

宁籍全国“时代楷模”钟扬在青藏高原艰苦跋

涉 50 多万公里，累计收集上千种植物的 4000

多万颗种子，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雪山草原。

这两种时空维度的坚守，共同诠释着“种子精

神”的深刻内涵。这种精神传承在邵阳同样生

生不息：全国自强模范吴勇，虽左腿残疾却毅

然投身种质资源收集工作，与团队收集近 30

份玉竹种质资源，培育出 10 多个高产抗病新

品种，推动近万亩玉竹基地品种更新。“邵阳，

真有种！”这不仅是沃土育良种的实力，更是

坚守笃行的精神丰碑。像吴勇这样为种子痴

迷的耕耘者，在邵阳还有很多很多。

在新时代浪潮奔涌的当下，我们正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万千追梦人以滴

水穿石的坚守和静待花开的笃定，成为各行

各业一粒粒名为希望的“种子”，向下扎根，向

上开花。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有今日的繁茂图

景，正因为有无数埋头苦干的“种子”，用平凡

铸就伟大，以坚守托举复兴。

一粒种子，就是一个未来。它的魅力，正

源于那孕育无限美好与可能的生命力。今天，

袁隆平的期望犹在耳畔：“人要做一粒好种

子。”让我们以奋斗为光，以坚守为壤，在时代

的沃野里，绽放生命的锋芒。

一粒种子，
就是一个未来

邵阳日报评论员

5 月 15 日，市农业科学研究

院试验基地的大棚里热浪翻滚，

苦瓜、南瓜、丝瓜缀满藤架，正高

级农艺师匡华夫在连排的秧架

间穿梭，对这些蔬菜如数家珍，

“这里繁育的都是表现良好的新

品种，就拿苦瓜品种‘宝庆一号’

来说，颜色翠绿、肉质脆、苦味适

中，在邵阳地区宜做春提早栽

培，也可做长季节丰产栽培。对

于我们科研人员而言，能够选育

出一个让农户认可和消费者喜

爱的品种，远比发一篇论文有获

得感！”

2024 年是市农科院种业创

新的丰收年——再生稻周年亩

产 1384.9 公斤连续三年稳居高

产榜首；自主选育的“野香

优 20”优质稻通过省级审定；4

个南瓜品种在广东种业博览会

收获满堂喝彩；更令人振奋的

是，通过航天育种筛选出的两份

优质南瓜种质材料表现突出，为

邵阳特色作物种质创新开辟了

新赛道。今年，该院将持续深耕

再生稻高产栽培技术更新，还将

推动白丝瓜“思甜一号”“思甜二

号”进入品种区试，6 个瓜类新品

种启动保护程序。

科研成果如果不能变成“真

金白银”，让农民腰包鼓起来，那

么科研就是不会发芽的种子。如

何跨越实验室与田野的鸿沟？在

2024 年 11 月举办的邵阳市科技

金融暨科技成果转化大会上，市

农科院与湖南省呙氏老农民生

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签署

“宝庆一号”苦瓜技术转让合作

协议。同时，依托四个国家级试

验站和三个省级试验站平台，实

现了“科技人员直接到户、良种

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接到

人”的“专群结合”的现代农技推

广新模式，在全市范围内建立西

甜瓜、柑橘、蔬菜、水稻、茶叶高标

准示范推广基地 50 个。自此，该

院构建的“科研+企业+基地”的

模式成熟落地，也折射出我市以

创新驱动赋能种业振兴、以全链

布局加速成果转化的生动实践。

从绥宁被袁隆平院士题为

“中华杂交水稻制种第一县”，到小

果型无籽西瓜领跑全国市场；从院

士领衔的科研团队攻坚克难，到企

业主导的成果转化惠及千万农户，

邵阳正以创新为笔、以田野为卷，

书写种业强市的新篇章。

从创新驱动到全链布局：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一粒种子，事关粮食安全，

连着群众生活。我市拥有绥宁

县、武冈市 2 个国家级杂交水稻

制种大县（市），全市杂交水稻制

种 面 积 和 产 量 占 全 国 总 量 的

8%、全 省 三 分 之 一 左 右 。可 以

说，在邵阳，水稻种子是最常见

的东西，但也是最“稀罕”的东

西。

5 月 20 日，位于大祥区板桥

乡的水稻科技小院一派繁忙景

象。试验田里，湖南粮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科研团队正在栽

插中稻秧苗。田埂上，粮安科学

院副院长杨孟手持记录本，仔细

标注每株秧苗的生长参数，“我

们将全面记录这些水稻品种在

不同时期的生长状态，并通过对

它们的株型、有效穗、抗性等进

行观察、整理、分析，筛选出符合

育种目标的新品种。”

“种地不选种，累死落个空。

农民认准的是实打实的产量，效

益好才是硬道理。”杨孟介绍说，

种子选育是个技术活，尤其是春

耕备耕前后，种子的发芽率更是

关乎种粮户的全年收成。科研团

队每年会在田里试验几十个新

品种，并在来年选择一部分在另

外的田里进行种植示范，通常在

田里试种 3 年以上，确保属于高

产型、稳定型的品种才会被挑中

进行大面积推广。

深耕水稻新品种选育工作

多年，湖南粮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选育或引进的 30 多品种通过

国家或省级审（鉴）定，其中“粮

两优芸占”更是成为了邵阳历史

上首个通过国审的水稻品种；7

项成果获湖南省科技厅成果登

记，6 个品种获农业农村部植物

新品种权；已推广高档优质稻和

节水抗旱稻 233 万公顷，增加粮

食产量 180 亿公斤，实现社会经

济效益近 500亿元。

“邵阳具有优越的制种自然

条件和制种技术优势，气候适

宜，隔离条件好，在低海拔地区

可进行两系杂交水稻育种，在绥

宁、隆回等高海拔山区可进行三

系杂交水稻育种。”杂交水稻“野

败”发现者、湖南粮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李必湖认

为，在杂交水稻攻关上，邵阳可

以发挥出更大的潜力，从制种转

型育种，让中国人的饭碗多装

“邵阳粮”。

从一粒好种到万亩良田：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5 月 19 日，在湖南雪峰种业有限责

任公司的基因编辑实验室规划图上，科

研人员正在为下一阶段的育种革命布

局。邵阳籍全国著名瓜类研究专家、湖南

雪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首席育种专家孙

小武介绍，基因编辑技术是一种通过特

异性地修改生物体基因组 DNA 序列，实

现对生物遗传进行精确改造的技术，与

传统育种相比，基因编辑育种可使新品

种开发更加高效。

回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全国大

多数的瓜类科研机构还在采用常规育种

方式时，以陈为霖为首的邵阳育种团队

就率先开辟了多倍体育种的先河。而后，

在孙小武、陈中全、孙龙俊等众多科研人

员的接续奋斗下，“单倍体育种+分子标

记”的方式日趋成熟，雪峰种业在瓜类育

种领域的名声越来越响亮——选育瓜类

新品种 70 多个，申请和授权植物新品种

保护 13 个，经农业农村部登记的瓜类品

种 45 个，近年育成品种在全国推广面积

达 40 万公顷；小果型西瓜、无籽西瓜、珍

品南瓜的选育居全国领先水平，“小玉红

无籽”西瓜为我国唯一通过国审的小果

型无籽西瓜，“雪峰三一”“锦栗 16 号”南

瓜品种、“雪峰蜜 6 号”“洛克星 1 号”“白

玉 6 号”甜瓜品种深受市场喜爱，种子供

不应求……

“育种行业向来以投入大、周期长著称，

60多年来，我们总能抢占育种制高点的原

因，除了拥有5000余份瓜类、蔬菜种质资源

之外，还在于先进的育种手段，如今，我们的

育种技术已经发展到了4.0时代。”孙小武道

出了邵阳种子的突围之道。

在孙小武看来，作物的农艺性状成

千上万，身处人工智能时代，用算力、算

法挖掘基因与性状的关联，并以此为基

础高效整合优异性状的趋势不可避免，

但深入田间的实践依然不

可或缺。只有将传统育种与

智慧育种相结合，推动创新

与产业发展高度融合，才能

真正实现育种的“加速度”。

从会育种到“慧”育种：

抢占种业科技制高点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国家粮食安全的
命脉。作为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和杂交水稻制种
基地，近年来，我市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打造“水
稻+特色作物”种业矩阵为抓手，探索出了一条从
传统种业大市向现代种业强市跨越的突围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