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小镇特色产业多点开花

多元发展助力乡邻共富

用好种子，识别是前提。 目前，

我国已构建起以国家农作物种质资

源长期库及其复份库为重点，

15

个

中期库、

56

个种质圃和

214

个原生

境保护区为依托，省级资源库

(

圃

)

为补充的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

系， 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长期库保

存能力达到

150

万份。

农作物品种“分子身份证”

信息可共用共享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

行动计划

(2023

—

2030

年

)

》提出，

构建种质资源

DNA

分子指纹图

谱库、特征库和数据库。 立足国家

库

(

圃

)

保存的资源，开展库

(

圃

)

资

源的基因型鉴定， 探明遗传背景

和构成，构建“分子身份证”；在基

因型鉴定基础上， 开展核心种质

资源的表型精准鉴定。

2022

年

4

月， 由农业农村部

主办、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承建的全国农作物品种

DNA

指纹库公共平台正式上线运行。

公共平台一经推出， 就受到了种

业界高度关注，种子企业、检验机

构和科研机构踊跃使用。

“公共平台形成了全国统一的

农作物品种‘分子身份证’库。 ”全

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魏

启文介绍，公共平台集纳了玉米、

水稻 、 小麦 、 向日葵等品种的

DNA

指纹数据信息，确立了统一

的

DNA

指纹应用规则。 通过公共

平台可以查询品种指纹信息、比

对品种指纹差异、 筛查推断未知

品种身份，从而快速、便捷、高效

辨别种子真假。

魏启文说，公共平台提供品种

DNA

指纹“点”对“点”和“点”对

“面”的线上查询、对比、鉴定、分

析功能， 改变了长期以来不同作

物、不同

DNA

指纹数据分散的状

况 ，实现了品种“分子身份证”信

息在全国范围共用共享。

推进种质资源精准鉴定

夯实种业振兴源头基础

丰富的种质资源，是育种材料

的重要来源。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

司一级巡视员孙好勤说，我国是种

质资源大国，近年来不断加大保护

力度，夯实现代种业发展基础。

据介绍， 农作物种质资源精准

鉴定， 是指围绕影响作物高产、优

质、 绿色育种和产业发展的主要限

制因子， 对具有目标优异性状的种

质资源进行精准鉴定， 明确其转化

为亲本材料并有效应用于育种的技

术路径。 我国精准鉴定工作起步于

“十三五”时期，以满足科研需要为

主， 仅限于少数品种， 鉴定数量较

少，尚未形成系统性、制度性安排。

为此 ，

2021

年， 农业农村部

按照种业振兴行动部署 ，全面启

动农作物种质资源精准鉴定工

作， 旨在利用

5

—

10

年时间 ，完

成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

(

圃

)

保

存资源的精准鉴定，摸清资源性

状数据家底 。 另一方面，我国还

立足农业生产紧迫需求 ，突出高

产、优质、绿色、抗病虫 、耐盐碱 、

抗逆等重要目标性状 ，开展表型

(

连续

3

年多点鉴定

)

和基因型

(

重测序和芯片标记

)

鉴定，挖掘

一批优异资源和基因，支撑服务

种业创新和产业发展。

据 介 绍 ， 工 作 启 动 实 施 以

来，重点围绕保障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按照大豆玉

米油菜 、水稻小麦棉花糖料橡胶

及大宗蔬菜果树 、 重要经济作

物、小宗作物的优先顺序梯次推

进。

3

年来，已经启动实施的作物

种类达

60

个， 获得的数据将集

成到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信息

系统，用于共享利用。

为种业管理

提供强力技术支撑

DNA

指纹是指具有完全个体

特异的

DNA

多态性

(

生物的不同

个体或者不同种群在

DNA

结构上

的差异

)

，因其个体识别能力足以

与手指指纹相媲美而得名。“不需

要进行田间种植鉴定，不受季节、

环境等条件限制，结果准确，过程

简便，

DNA

指纹鉴定可以为种子

打造独一无二的‘分子身份证’，在

种子市场监管检查、种子打假中，

目前已成为重要技术手段。 ”北京

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赵久然说。

河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

张战辉介绍，依托国家玉米改良分

中心、省部共建小麦玉米作物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在小麦、玉

米等主要农作物育种创新方面，全

过程利用

DNA

指纹技术对品种真

实性进行检测，确定品种繁种是否

存在授粉混杂情况、参试品种是否

为同一品种，以及培育出的新品种

与其他已存在的品种是否有重合，

助力育种源头材料种质资源创新。

农业农村部连续

3

年组织开展

种业监管执法年活动，加强对重点

基地、企业和市场监督检查，严厉打

击非法制种、盗取亲本、套牌侵权、

制售假劣等侵权违法行为。

3

年

来，累计抽检种子样品近

14.9

万

个，并对其中

1.15

万个样品开展了

品种真实性检测，检出真实性不合

格种子样品超

440

批次。

(

常钦 唐炜妮

)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2023

—

2030

年

)

》提出，构建种质

资源

DNA

分子指纹图谱库、特征库和数据库。 目前，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长期

库保存能力达到

150

万份，上线农作物品种

DNA

指纹库公共平台，推动农作

物品种“分子身份证”信息共用共享，为种业管理提供强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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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种子办“分子身份证”

四川大邑：

稻乡渔歌绘出田园新图景

微风拂过绿油油的稻田，秧苗随风起舞，潺

潺流水声与鸟叫声夹杂， 慢行观光栈道和乡村

绿道在田园中延伸，川西林盘、农家小院、小桥

流水，描绘出一幅诗情画意的田园画卷。

这是四川省大邑县沙渠街道祥龙社区的稻

乡渔歌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田园美景， 祥龙社区

（原祥和村） 被农业农村部评为

2020

年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

1.5

万亩的土地，串联了大地田园，

连接了沃野与聚落， 将一个传统村落蝶变为一

个集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美丽乡村于一体的田

园综合体，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这是田园间的浪漫‘乌托邦’，走进这家咖

啡店像是来到了土耳其， 可以尽情享受惬意时

光。 ”“民宿设计很特别，我们从成都市区特意来

体验推开门就是稻田的治愈生活 ，‘巴适 ’得

很。 ”打开网络社交媒体，夸赞推荐的帖子层出

不穷。 据介绍，这是四川省商业投资集团积极落

实四川省委“天府粮仓”工作，与四川安正集团

联合在西南地区打造的乡村振兴示范工程。 游

客在这里不仅能欣赏乡村田园风光， 品尝乡村

走地鸡、稻田里的鱼，更能感受到各种乡村新业

态带来的闲适氛围。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发展乡村新业态更是离不

开农民。“为了让当地农户加入乡村新业态中来，在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四川省分行的资金支持下，稻乡

渔歌现代农业产业园推进乡村合伙人多元人才孵

化项目，为乡村合伙人提供资源，鼓励村民在产业

园发展自己的乡村新事业，让农民真正富起来。”稻

乡渔歌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万介绍。

大邑县沙渠街道村民王娟在稻乡渔歌青农创业

孵化中心的带动支持下，创办“妈妈厨房”农家乐。

“以往除了种自家的几亩田， 我们基本没其他收入，

后来稻乡渔歌的工作人员组织我们学习做家常菜，

现在每到节假日我们的生意都很不错。 ”王娟说道。

据了解，为了培育当地农民孵化“乡创品牌”，

推进本土人才资源品牌化，稻乡渔歌创办了乐农学

院，引导各类乡村人才参与创业创新，利用立体种

养稻米、鱼、鸭等农作物，推出网红餐厅绿翠小院、

“妈妈厨房”等生态餐饮品牌，形成产业链闭环。

高品质的农业、农创、康养、主题民宿等项

目在这个农业产业园中找到了发展空间，园区

还采取“合作社

+

公司

+

职业经理人”的模式

进行规模化种植，以农民土地流转租金

70%

作

为保底收入、

30%

作为入股分红方式，实现农民

收入结构多元化，丰富了增收渠道。 （庞博）

青海：

灵芝成高原乡村致富菌

日前， 走进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岗沟街道

西岗村的灵芝种植基地， 一阵阵灵芝菌香扑面

而来。 满棚的灵芝个头饱满，长势喜人，村民正

忙着采摘、装筐、搬运……

2022

年，岗沟街道利用西岗村闲置土地实

施温室大棚建设项目，建设了

17

栋可移动式温

室大棚，旨在通过棚膜经济跑出乡村振兴“加速

度”。 据了解，西岗村上述温室大棚最初主要种

植乐都长辣椒、西甜瓜、小乳瓜等经济果蔬。 今

年

1

月，大棚迎来了新的“住户”———灵芝。 灵芝

作为一种珍贵的中药材，有较高的药用价值，还

可以作为盆景用来观赏，备受市场青睐，有很大

的经济价值。 目前，西岗村的灵芝基地占地

44

亩，有灵芝大棚

17

栋，今年共种植了约

31

万棒

灵芝，由于培管技术到位、生态环境优良，预计

可采收灵芝孢子粉

9000

公斤。

“我们从育种、标准化栽培、加工销售、品牌

打造等方面进行闭环式规划， 不仅只生产单一

灵芝，而且加工生产灵芝切片、灵芝孢子粉、灵

芝盆景等创新型产品，与多家企业合作，及时销

售。 ”海东瑶芝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庆华告

诉记者。 张庆华说，种植基地为当地村民提供免

费的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采取“合作社

+

农户

种植”的运营模式，拓宽村民们的增收渠道。

“我就是西岗村的村民，从这些大棚开始种

植灵芝的时候就过来了。 在这里务工离家近，照

顾老人、孩子都很方便，不仅可以挣一些零花钱

补贴家用，还能学习到一些种植灵芝的技术。 ”

务工人员魏满仓说。 小小灵芝， 撑起了村民的

“芝”富伞。乐都区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将立足

农业特色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积极引进新品种，

培训实用人才，全力开发棚膜产业内在潜力，力

争实现一个大棚就是一个“聚宝盆”。

在青海，灵芝种植并非独此一家。 在青海省

海东市民和县和西宁市湟中区等地， 亦在培育

灵芝，灵芝正成为高原乡村致富菌。 （胡寒笑）

山西省阳曲县侯村乡 ， 一个

山水相依、 人文荟萃之地 ， 近年

来以“多彩侯村”为目标 ，坚持因

地制宜 、 创新发展， 探索出一条

多路径 、 多 模 式 的 乡 村 振 兴 之

路。

10

日，记者踏足侯村乡，深入

探访其间的每一个村落 ， 聆听它

们讲述着“蝶变”的故事。

侯村乡距省城太原

13

公里，

108

国道、东山旅游公路、大西高

铁、原太高速等构筑起四通八达

的交通网。 境内拥有青龙古镇、

方特东方神画两大文旅龙头和店

子底红色支前文化品牌，有力带

动周边民宿、农家乐、休闲观光

发展，西黄水、小岗头、西龙庄、

上阳寨等一批美丽乡村各具特

色，北山星空营地、乐村居休闲

生态农庄等逐步成为乡村旅游打

卡地。

其中，侯村乡店子底村，这个

曾以贫困和支前模范著称的小山

村，通过深挖红色资源，探索出

“村支部

+

红色旅游

+

市场运

营”的新模式。

当前，店子底村不仅建起支前

纪念馆、红色讲堂等基础设施，还

引进运营公司推出一系列沉浸式

红色旅游项目。 游客们在这里不

仅能重温历史，还能体验农耕文

化、品尝地道的“支前饭”。 红色

旅游产业的发展，为该村村集体

带来可观的收入，也带动村民的

就业和增收。

一直以来，侯村乡始终把

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

之重。 据悉，侯村乡注重特色

农业发展，全乡

4

万亩耕地中，

有

1

万亩干鲜果经济林，主要

种植葡萄、白桃、苹果、草莓、

核桃等，常峪葡萄采摘园、爱农

家庭农场、山间房草莓园、店子

底果蔬采摘园先后建成生产，

加之良好的种植传统，侯村乡

荣获“葡果第一乡”之美称。

依托农业优势 ，侯村乡大

力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引

进现代农业技术和企业，提升

农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 。 这

些特色农业不仅带动村民就

近务工 ，还吸引大量游客前来

观光采摘 ，进一步促进了乡村

经济的发展。

侯村乡作为山西转型综改示范

区阳曲工业园区所在地，正积极打

造转型先行区，以农业产业现代化

为引领，推动经济全面升级。

近年来，侯村乡依托丰富的农

业资源和便捷的交通优势，大力发

展现代农业、乡村旅游和物流商

贸，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多元化产

业的华丽转身。

目前，侯村乡已成为葡果种

植、农产品加工及物流集散的重

要基地，逐步形成集“魅力景观、

红色教育、民俗文化、精品民宿、

特色美食、果品采摘”为一体的红

色文化旅游产业带，全面建设太

原市乡村旅游示范区。

历经数年发展，侯村乡的乡村

振兴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全乡

15

个村

(

社区

)

的集体经济收入均超

30

万元，村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显著提高。 同时，乡村基础设施的

完善、人居环境的改善、公共服务

的提升等，让村民切实感受到乡村

振兴带来的实惠和变化。

（胡寒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