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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岸新区种业协会成立，将有力推动新区种业科技创新、产学研合作

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本报记者 王雪 本报通讯员 叶点 王波

　　4月29日，青岛西海岸新区种业协会正式成立。该协会由新区从事农业及种业“保育
测繁推”的相关单位联合发起，在区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成立，将在推动种业科技创新、
产学研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加快新区现代种业发展、构建国际种业之都、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作出贡献，推动新区现代种业发展逐步驶入快车道。
　　近年来，新区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不断推动种业科技成果转化、产业提档升级，一项
项新技术、一个个新成果，让新区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向前。

区政协组织机关退休
干部开展观摩活动

逯鹰参加

　　人才是支撑种业振兴的关键要
素。近年来，新区实施“梧桐树”聚才
计划，打好“双招双引”组合拳，引进了
一批涉农院士、专家、专业技能人才。
　　目前，新区共引进现代农业领域
院士4人、泰山学者等省级高层次人才
8人、研究生以上学历农业技术人员
1254人。清原农冠组建了国内首个作物
生物技术育种企业团队，现有育种研
发人员1350余人，包括博士32人、硕士
500余人，从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
院、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柔性引进了
多名高层次人才担任公司育种专家、
顾问。
　　截至目前，新区种业总产值约8.2
亿元，占青岛市的10.93%。其中，农作物
种 业 产 值 约 1 . 2 亿 元 ，占 青 岛 市 的
10.43%；畜禽种业产值约1.5亿元，占青
岛市的11.11%；水产种业产值约2亿元，
占青岛市的55%。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卫青表示，
新区将以此次种业协会成立为契机，
协调全区种子选育、生产经营等单位
的关系，构建科研合作平台并完善机
制，促进和加强会员单位间的协作交
流，为会员单位提供政策法规、市场信
息和科学技术服务，开展业务培训与
技术推广普及，全面提高新区种业的
科技水平和产业化水平，倡导诚实守
信、文明经营的行业作风，高水平打造
青岛国际种都高新技术示范区，加快
发展新区农业新质生产力。

　　2023年，新区引进试验示范农
作物新品种96个，建成2处市级和2
处区级新品种引进试验示范展示基
地，新区被认定为青岛市首批茶树
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和蓝莓区域性
良种繁育基地；在第三次全国农作
物种质资源普查中，新区上交国家
并入圃60个农作物种质资源样本，
琅琊鸡被列入省级保护名录，大村
镇土家谷子、泊里镇红皮高粱等4个
品种被列入山东省农作物优异种质
资源名录；目前，西海岸新区农作物
良种覆盖率稳定在98%以上，畜禽良
种化率达到95%以上……
　　近年来，新区深入推进现代种
业振兴行动，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
程，加快现代种业创新发展，新区种
业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和保障能力
明显增强，实现产业扩容增效、提质
升级。
　　在扎实的种业基础上，西海岸
新区于2023年9月进一步出台《关于
建设青岛国际种都高新技术示范区
的实施意见》及其实施细则，三年内
拿出1亿元种业专项资金，在头部企
业入驻、平台建设、科技创新、种业
会展、成果转化、设备购置等方面进
行扶持。与此同时，创建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人才为根本、资本为
纽带、产学研融合、“育繁推一体化”
的现代种业产业体系，全面推进青
岛国际种都高新技术示范区建设。

　　加快推进种业振兴，离不开龙头
企业带动。
　　目前，新区共有持证种业企业41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年主营业务
收入500万元及以上）12家，占全市的
20%。产值过亿元种业企业3家，占全
市的60%。在青岛市发布的优质种业
企业储备库企业名单中，新区共有22
家企业入选，占入库企业总数的26%；
康大兔业、隆铭牛业、瑞滋集团、卓越
海洋和清原农冠等种业龙头，分别占
据行业优势地位。
　　“我们不但要有种业龙头，还要有
敢创新、爱钻研的劲头。”西海岸新区
种业协会理事长胡常军介绍，新区突
出科技创新引领，重点打造了一批具
备集成创新能力、有市场竞争力的种
业“领头雁”。
　　为了保持在行业中的优势地位，
新区一众龙头种业企业在科研创新上
不断发力。康大兔业的兔良种繁育重
点实验室和明月海藻的海藻类肥料重
点实验室被农业农村部列为国家级企
业重点实验室；清原农冠创新打造的
基因编辑育种平台，研发出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CSE（循环打靶碱基编辑）
和KSE（基因敲高系统），突破了国外
基因编辑“卡脖子”技术难题；瑞滋集
团培育出国内首个抗逆刺参新品
种——— 参优1号，是国内良种产业化最
优、经济效益最好、市场占有率最高的
海参品种……

基础实政策好
现代种业提质升级

龙头带科研强
持续提升创新能力

人才优后劲足
厚植种业发展优势

　　□记者 龚鹏 报道
　　本报4月29日讯 今天上午，区
政协组织机关退休干部到大村镇观
摩。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逯鹰参加。
　　活动中，机关退休干部一行先后
实地观摩了绿色家园4.0功能型农业
农交中心、雪莲菇工厂化瓶装栽培基
地等生产运营情况，对大村镇近年来
农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
评价。大家一致认为，在新区工委、管
委的坚强领导下，大村镇农业经济发
展提质增量，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不断
加快，民生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切实
感受到了大村镇的新成就、新气象、
新风貌。
　　现场，机关退休干部们纷纷表
示，将继续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大
村镇各项工作，并希望大村镇在今后
的工作中抢抓机遇、再接再厉，促进
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推动乡村全面
振兴。
　　据悉，绿色家园4.0功能型农业农
交中心是青岛地区最大的集农产品
恒温储存、气调保鲜、冷冻加工、农产
品深加工、物流配送、线上线下双向
销售于一体的农副产品交易市场。雪
莲菇工厂化瓶装栽培基地是全国首
个多层楼宇食用菌工厂化栽培项目，
实现了菌菇生产数智化、规模化。

　　□记者 李涛 报道
　　本报4月29日讯 根据海洋伏
季休渔制度规定，自5月1日12时起，
西海岸新区正式进入伏季休渔期，
所有应休渔渔船必须归港休渔，切
实做到“船进港、人上岸、网入库、港
规范”。
　　据悉，5月1日12时至9月1日12
时，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
域，除钓具作业以外的其他海洋捕
捞渔船，以及为捕捞渔船配套服务
的捕捞辅助船正式进入伏季休渔
期。伏季休渔期内，新区将严格执
行船籍港休渔管理制度、转港申请
批准制度等，联合海洋发展、公安、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相关部门的
执法力量，海陆统筹，严厉打击渔
获物在装卸、运输和流通等各个环
节的违规行为，确保辖区休渔形势
稳定。

新区明日12时起
进入伏季休渔期

　　□本报记者 王雪

　　近日，西海岸新区畜禽种业地方
品种胶河黑山羊搬到了新的繁育基
地。“我们公司去年一直为羊舍而发
愁，多亏区农业农村局帮我们及时协
调了新的羊舍。这个新羊舍不仅地方
更大，而且集视频监控、环境监测、自
动清粪等功能于一体，智能化程度很
高。”青岛清保畜禽良种繁育有限公
司负责人管清保说，今年公司将继续
加大投入力度，争取生产更多小羊。
　　“近年来，区市两级农业农村局
都十分重视对胶河黑山羊的保护，前
后共投入扶持资金约100万元。”区农
业农村局种业发展科负责人王波介
绍，胶河黑山羊是在2021年开展的第
三次畜禽遗传资源普查中发现的新
区本土地方品种，主要集中在六汪
镇。2022年6月，胶河黑山羊被列入地
方保护品种（临时）目录。

　　胶河黑山羊是青岛市继琅琊鸡、
五龙鹅、里岔黑猪之后的第四个地方
新品种，其群体规模已从最初发现的
65只，达到现在的323只。“目前，我们
正积极组织申报国家地方品种。”王
波说，胶河黑山羊一般作为羊肉中的
高端产品，其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

养价值高，蕴含着巨大育种价值。
　　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协调相
关职能部门，统筹做好防疫检测、畜
禽品种系谱整理等工作，加速推进新
品种审定和申报工作，切实保护好新
区的好种子、优秀种子，全面推进育
繁推一体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区农业农村局加大畜禽良种保护力度，帮助企业排忧解难

胶河黑山羊搬进智能新羊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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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加大危大工程检查力
度。文体旅游领域，要加强热门景区
景点秩序治理，抓好大型商超、大型
体育赛事现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
管控。城镇燃气领域，要以更高标准、
更严要求开展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
作，确保每一项隐患整治落实到位。
森林防灭火领域，要强化严防死守、
隐患排查、宣传引导，严防火灾事故
发生。防震减灾领域，要有序开展危
险房屋设施加固，做好应急演练、科
普宣传等工作。
　　王清源强调，“五一”假期将至，
要深入挖掘文旅消费潜力，办好文旅
促消费活动，进一步促进区内消费、
引入外来消费。要维护节日市场稳
定，依法打击扰乱市场秩序、影响新
区形象的行为。要严格值班值守，加
强前置备勤，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欢
乐祥和的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