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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主办，四川省种子站、
崇州市农业农村局承办的 2024
年国家水稻新品种核心展示示
范现场观摩会在四川省崇州市
举行。会上公布了入选“2024年
国家长江上游水稻新品种核心
展示田间专家鉴评表现优秀品
种”的 29 个水稻品种及送展单
位名单，其中包含 14 个“川种”。
来自重庆、贵州、云南、陕西、广
西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种子站
负责同志，特邀专家，国家农作
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稻专业委员
会部分委员，国家水稻品种试验
主持人，国家水稻新品种展示评
价承担单位和核心展示示范参
展单位代表，以及相关行业代表
等 50余人参会。

会前，在四川省种子站的组
织下，由湖北省恩施自治州种子

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农艺师钟育
海等九位专家组成的田间鉴评专
家组，走进位于崇州市隆兴镇黎
坝村的成都市天府粮仓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区长江上游优质
粮油中试熟化基地，从生育期、
整齐度、抗倒性、抗病性、丰产性
等关键性指标对展示品种进行
田间综合表现评价。根据专家田
间鉴评意见，包括“华浙优 210”
“筑优筑农丝苗”在内的 29 个品
种从 145 个展示品种中脱颖而
出，获得推介。
“在今年西南大部分地区水

稻抽穗扬花期遇多雨天气的情况
下，品香优秱珍品种结实率不受
影响，表现出良好的稳产性。”获
得推介的“品香优秱珍”品种送展
单位四川丰大种业企业负责人章
存均介绍，自今年 7月 1日起，公
司对品种企业质量标准做了全面

提升，芽率保底 82%、净度保底
99%、纯度保底 98%，以充分保障
品种保质保量供应、高质量服务
种植者增产增收。

近年来，我国水稻种业发展
迅速，种业自主创新能力有着明
显提升，一大批优质、抗病、高品
质的新品种快速涌现，使品种领
域出现“井喷”趋势。如何在品种
数量剧增、同质化问题突出的情
况下，让真正优秀的品种脱颖而
出发挥作用，让老百姓方便地选
择到最适合当地种植的品种，成
为新时代种业工作的重大课题。
“如何让真正优秀的品种脱

颖而出，让农民方便选择到最适
合当地种植的品种，成为了当前
种业工作的重要课题。”全国农
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农艺师张
笑晴指出，水稻品种评价展示是
甄别品种优劣的“试金石”，也是

融通种业振兴行动中“创新攻关
行动”和“企业扶优行动”的重要
支点。

据悉，自 2019 年起，四川省
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省级新品种展
示评价工作，累计投入资金近
4000万元，构建了 7个国家级、
28个省级、35个市（县）级展示评
价基地的三级展示评价及安全性
监测网络。如今通过展示评价筛
选出的宜香优 2115、品香优秱
珍、川单 99、川油 81等优良品种
已成为长江上游的当家品种。
“下一步，四川将加强部省联

动和上下协调，不断优化评价体
系，积极探索审定后品种跟踪评
价机制，为种业发展提质增效打
下良好基础，切实服务好农业发
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四川省
农业农村厅种业发展处一级调研
员周孝强表示。

“我在村里长大，希望能为村里
做些实事。”近日，在四川省广安市前
锋区村党组织带头人后备力量招募
会现场，数百名应聘者与 9 个镇（街
道）相关负责人沟通交流，了解工作
内容、培养流程、岗位前景等，42人登
记了求职意向。

这是前锋区开展村党组织带头人
后备力量培育储备行动的一个切片。
近年来，该区不断拓宽村级后备力量
来源渠道，召开区委专题会研究部署、
高位推动，22名区级领导带头到联系
镇（街道）逐村走访摸排，全面掌握村
情村况、充分挖掘后备力量人选。

人员招聘方面，全区线上发布
“求贤令”，线下开展“招募会”。目前，
针对返乡农民工、退役军人等社会人
士的“逐梦兴村”线下招聘会和各镇
（街道）的赶场招聘正在如火如荼进
行。截至 8月 25日，全区已累计摸排
建档 185名优秀后备力量。
选才更要育才。该区依托川农大

前锋区乡村振兴研究院、省市区党员
教育师资库等资源，在区、镇、村分层
分级对后备力量开展不低于 2 天的
全覆盖培训，建立 1名镇（街道）包联
领导、1名包联干部、1名村党组织书

记或 1 名副书记共同帮带 1 名后备
力量的“3+1”结对帮带制度，推行后
备力量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时必访、重
要节日必访、“入库”前必谈、“政治生
日”必谈、年底必谈的“两必访三必
谈”暖心举措，通过跟班学习、设岗定
责等方式，统筹安排后备力量担任片
区纪检员、网格员等岗位，提高其议
事决策能力。

管理考核上，前锋区将采取“听
查看访评”的方式，每年对后备力量
进行 1次全面考核评议，对不宜继续
作为后备力量培育储备的，经镇（街
道）研究提出建议，报区委组织部审
批同意后将取消其资格，按程序及时
补充人选；对于评议结果良好的，在
村“两委”班子成员出现空缺时，按程
序优先补选进入村“两委”班子。让后
备力量既保持当下不放松的劲头，也
心怀未来谋发展的奔头，确保育好管
好用好后备力量。

下一步，前锋区将扎实开展村党
组织带头人后备力量培育储备三年
行动，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确
保村级组织后继有人、事业兴旺，激
发乡村发展振兴新活力。

沈仁平 肖开元姜曦悦

大园区 +小庭院
猕猴桃产业“遍地开花”

沿着碧水嘉陵江走进苍溪亭子
湖现代农业园区，一串串绿油油的
猕猴桃挂满枝干。目前，正是猕猴桃
成熟的时候，这里的红心猕猴桃正
陆续被采收，销往全国各地。

苍溪红猕王绿色果专业合作社
经营着园区 300亩猕猴桃，合作社
法人张强说：“去年园区采摘果子
300多吨，综合产值 400多万元。”
好地产好果，好品质让他也实现了
好收益。今年预计产果 350余吨，按
目前市场价，综合产值将突破 500
万元。

亭子湖现代农业园区以苍溪红
心猕猴桃和苍溪雪梨为主导产业，
覆盖亭子镇和浙水乡的 5 个村、

2395户农户。园区种植了 5050亩
红心猕猴桃、4680 亩苍溪雪梨、
1000 亩柑橘，建设了 2 个文化广
场、3处农业休闲观光景点、16家乡
村民宿农家乐。2023年，园区综合
产值达到 1.2亿元。

苍溪属大巴山南麓低、中山丘
陵地带，地势参差不齐、土地分散，
除了适宜规模化发展猕猴桃产业的
地方，当地大多群众则因势采取“小
庭院”发展模式，将红心猕猴桃种在
房前屋后的田坎坡地上。

近年来，苍溪县按照“大园区+
小庭院”的发展模式，推动以红心猕
猴桃为主导的特色产业，发展 12个
现代农业猕猴桃园区、66个乡镇自
建园区、165 个专业合作社、213 个
家庭农场、369 个业主（大户）、3.8
万个小庭院，种植面积达到 39.5万
亩，综合产值 63.1亿元。

科技引航 +品牌培育
擦亮国字号“金字招牌”

“红源长势更好，果实相比普通
猕猴桃更大，自然生长的单果可达
95克—140克。”2023年 9月，苍溪
自主培育的红心猕猴桃新品种———
红源，通过了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
种保护现场考察。

苍溪县猕猴桃研究所资源品种
选育股股长刘原介绍，红心猕猴桃
新品种“红源”是苍溪品种选育的一
个重要方向，它具有耐低温的特性，
适合在高海拔地区栽植，果实个头
均大于普通猕猴桃，另外它的抗病
性非常好，具有很高的推广价值。

新品种选育印证了苍溪红心猕
猴桃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取得的成
绩。“截至目前，我们研究所独立研

发猕猴桃新品种 11个，在园区转化
应用各类科技成果 10余项，科技成
果转化推广率达 46%，科技对猕猴
桃产业贡献率上升到 65%。”苍溪县
猕猴桃产业技术研究所主任张文杰
说。

科技助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品牌价值也随之增大。近年来，苍溪
实施红心猕猴桃区域公用品牌与企
业品牌“母子”品牌战略，注册系列
商标 38个。苍溪红心猕猴桃先后获
得绿色、有机、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以及中国驰名商标、四川省著名商
标，获得国家级金奖 9个、省级金奖
17个，品牌价值达到 80.99亿元。
“更加全面、科学树立猕猴桃产

业发展信心，引导红心猕猴桃高质
量发展。”苍溪县猕猴桃产业发展中
心副主任张磊介绍，2023年 8月 25
日，苍溪县发布了《苍溪红心猕猴桃

产业高质量发展白皮书》，背后折射
出的是这几年苍溪在抓红心猕猴桃
产业标准化生产、整体质量提升、品
牌培育上下足了“绣花”功夫。

近日，苍溪更是以“一颗红心
‘猕’链世界———苍溪红心猕猴桃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召开大会，一方面
充分展示苍溪红心猕猴桃的优良品
质，发挥苍溪作为世界红心猕猴桃
原产地示范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加
快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
化、国际化发展，强力推进苍溪红心
猕猴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精深加工 +电商营销
全产业链加持“高质量发展”

依靠科技创新和品牌培育，有
力保障了猕猴桃果品品质。同时，苍
溪大力实施工业强县战略，以食品

饮料行业为重点，梯度培育以猕猴
桃为主的本土精深加工企业，不断
延伸猕猴桃产业链，提高价值链。
“每年收购当地农户的猕猴桃

鲜果，加工成猕猴桃果汁、猕猴桃果
酱等精深加工产品 1万多吨。”广元
果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发
云表示，苍溪红心猕猴桃品种多、品
质好，有效保障了深加工产品的品
质，让企业实现好效益。
“每瓶猕猴桃饮料都含有 3 颗

猕猴桃，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我们
还有猕猴桃果酱、果汁等产品，欢迎
大家选购……”前不久，由阿里巴巴
组织的电商人才培训课上，龙王镇
两河村党支部书记、文皓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张文建在自己的直播间
里，热情地向粉丝介绍起红心猕猴
桃相关产品。搭乘东西部协作东风，
“数字电商”让苍溪好货销路越来越
宽、去路越来越广、活路越来越多。
近三年来，苍溪全渠道销往东部地
区农产品达 3.5亿元。

深加工、电商营销，一条因“果”
而兴的全产业链日趋成熟，目前，苍
溪建成产地初加工点 372个、采后
处理中心 2个，产地初加工率 70%
以上。引进培育广元果王、苍溪圣
丰、香港日昇等龙头企业 7家，开发
猕猴桃果酱、果汁、果酒等十大系列
58种精深加工产品，建成全国最大
的红心猕猴桃加工集群。同时，开设
45家苍溪特色农产品直销店，培育
220多家各类电商，2023年，红心猕
猴桃电商销售占 41%以上。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

小果子撑起乡村振兴

从推进红心猕猴桃产业供给侧改革，让苍溪红心猕猴桃成为脱贫致富“黄金
果”，到产业更加规模化标准化、整体质量提升，让其成为百亿支柱产业，苍溪红心
猕猴桃真正实现了从“脱贫果”到“振兴果”的蜕变，“小果子”撑起乡村振兴大产业，
走出了一条独具苍溪特色的秦巴山区产业振兴之路。

截至 2023年底，苍溪红心猕猴桃种植面积达到 39.5万亩，覆盖全县 31个乡
镇，年产鲜果 13.6万吨，综合产值 63.1亿元，占全县农业产值的 35%，带动从业人员
超 10万人，户均年增收 7000余元。

选优育强“头雁”赋能乡村振兴

高粱首次丰收！
德阳旌阳区这里的复耕地再“生金”

又到一年高粱红。近日，在四川
省德阳市旌阳区黄许镇泰康村的 20
亩复耕地里，红红火火的高粱饱满低
垂，空气中弥漫着高粱的清香，收割
机轰鸣着驶过，将高粱整齐地拦腰切
割，构成了一幅绝美的丰收画卷。

据介绍，黄许镇泰康村近年来大
力推进土地复耕工作，2022年，20亩
复耕地投入使用，开始种植小麦、大
豆。今年，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的指
导下首次种植高粱，亩产量达 800斤
左右，收益可达每亩 2000元。
“泰康村利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所选育的品种和技术，极大地提高了
这片复耕地的产出效益，为发展集体
经济组织筑牢了坚实基础。”泰康村

党委委员、村监委会主任黄成军说。
在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这片

复耕地也为当地 16户农户带来持续
增收，并带动当地 10余名农民就近
务工。

村民谢智慧告诉记者：“我们就
是村里人，这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
过来，播种、治虫、收割，都比较轻松。
而且在家旁边就能够有一份工作增
加收入，我们都很开心。”

黄成军表示，下一步将切实抓好
全村复耕地的管理工作，积极引进更
多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
验，以促进农民增收、壮大村集体经
济，让这片土地持续焕发蓬勃的生机
与活力。

□王艺衡本报记者李鹏飞文 /图

2024年国家长江上游水稻新品种
田间表现优秀名单“出炉”

9月 2日，贵州省从江县刚边壮族乡宰别村，黄绿相间的层层梯田与吊脚楼村寨相映成景。
初秋时节，从江县刚边壮族乡高山梯田水稻成熟泛黄、香禾糯稻吐穗发青。黄绿相间的层层梯田、古色古香的吊脚楼村庄、连绵

起伏的苍翠群山构成一幅美丽的山村丰收画卷。 罗京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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