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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察 打造现代农业强市

小小一粒种，是粮食的“源头”，更是农
业的“芯片”，事关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为打好种业翻身仗，加快种源“卡脖子”
技术攻关，把种业做强做大，近年来，芮城县
厉兵秣马、披坚执锐，研发、推广新品种，收
集、保护濒危种质资源，培育种业人才，承担
国家、省区试生产试验，助力把饭碗端得更稳
更牢更安心，让优质小麦新品种成为农民增收
致富的黄金麦。

研发培育新品种
优质高产受欢迎

4 月的麦田，麦苗正依着自己的节奏生
长。在芮城县阳城镇新村的一片麦田里，绿油
油的麦苗一眼望不到边。

看着这些麦苗，村民牛建华的眼里充满了
希望。

“我这地里用的都是云麦 766 新品种，这
是我们县里自己研发的。”牛建华的话语里充
满自豪，2020 年秋，他种了 30 亩云麦 766，去
年夏收时，发现新品种所产的麦子颗粒饱满，
而且产量很高。“亩产 1200 多斤呢，往年用其
他品种，一亩地就是 1000 斤左右。”

牛建华所说的云麦 766，就是由山西云丰
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云丰种业”）
自主研发的小麦新品种。

云丰种业位于芮城县风陵渡经济开发区，
成立于 2009 年 1 月，是集农作物种子研发、引
进、实验、示范、推广、销售、服务于一体的
股份制企业。

多年来，该公司致力于小麦品种的自主研
发，通过近十年的实验、失败、再实验、再失
败、再实验的不断摸索和不懈努力，公司技术
研究人员通过对田间表型和基因型的精准鉴
定，从一二百个小麦父本和母本组合，选择出
一个组合进行试种，这个组合就是云麦 766 新
品种。

“种植后，从出苗，到成熟，从苗期的幼
苗习性、抗病性，到旗叶的形状、长短、对光
照的利用率等，我们进行了全程跟踪观察，并
做好各个生育阶段的数据记录。”云麦 766 新
品种主要研发人员王云介绍道，父本和母本杂
交后，性状慢慢稳定，最后的结果有可能是高
产或抗病，形成了一个新的品种，也有可能研
发的新品种不一定好，就失败了。

作为芮城县农业农村局一名技术人员，王
云常年奔走于田间地头，对自主研发培育小麦
新品种有着浓厚的兴趣。

而在公司，像王云这样的技术人员还有十
多个，从春播到收秋，他们长期驻扎在田间地
头。

2017 年，公司自主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云麦
766 试验结果表明，2016 年—2017 年平均亩产
574.1公斤。

2018 年 ，该 品 种 在 省 区 试 中 产 量 获 第 一
名，进入了第二年区试与生产试验阶段。

2020 年 3 月，云丰种业拥有自主产权的云
麦 766 通过了审定（晋审麦 20190004）。审定理
由是，该品种分蘖力强、抗病性好、抗倒、产量
高，适合山西省南部及黄淮北部同类生产条件
的水地推广种植。同年，在全市推广种植 5 万
亩。

2020 年夏收时，云麦 766 的优质高产惊艳
了众多麦农。永济市城北街道三张村村民王红
霞就是其中之一。

“2020 年我只试种了 4 亩，去年夏收发现每
亩产量达到了 1480 斤，比上一年种其他品种增
加了 280 斤。”王红霞高兴地说，去年秋种时，她
和家人一合计，一下子又种了 20亩的云麦 766。

粮农是否认可一个新品种，最重要的是看
收益。

王红霞家有 40 多亩耕地，其中 10 亩种植
葡萄，其余 30 多亩都种的粮食。她坦言，依
据云麦 766 抗病、抗旱、抗倒的优良特性，这
个新品种应该会慢慢变成家庭小麦种植的主要
品种。

山西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所长姬虎太认
为，云麦 766 的优势已显露，很有可能会成为这
几年山西南部水地小麦的主要推广品种。

保护种质资源
打好种业翻身仗

如果说种业是农业的芯片，那么种质资源
就是种业的芯片。

不论是对于县农业农村部门，还是云丰种
业，2020 年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2020 年 7 月，芮城县作为山西省第三次农
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试点县之一，在
全省率先开展保护利用好传承农耕文明的种质
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

根据国家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开启了种质
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云丰种业作为第三方，
承担了芮城、平陆、临猗和永济四个县 （市）
的种质资源收集工作。

同年，为破解农业技术服务瓶颈制约，打
通基层农技推广“最后一米”，我市在省内率

先出台了 《运城市鼓励农业科技人员在岗开展
技 术 增 值 服 务 合 理 取 酬 的 实 施 意 见 （试
行）》，允许全市各级各类涉农事业单位的在
编在岗农业专业技术人员，在履行好本单位岗
位职责的前提下，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技
术增值服务，并按有关规定合理取酬。

此举充分调动了我市农业科技人员切实服
务农业发展的积极性，王云和其他两名同事一
起，签约云丰种业，长期蹲点公司，为其提供
各类技术指导服务。

“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关系到国家粮食
及种业安全，意义重大。”芮城县农业农村局
局长任翮说。该局制定了 《芮城县第三次农作
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实施方案》，成立
了芮城县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
动领导小组，组建了专业普查队，对普查与征
集的数据、信息、表格进行了系统整理，完成
了 1956 年—1981 年、1981 年—2014 年、2014
年—2021 年 3个时间段的普查表填写。

3 月 23 日，在云丰种业，记者见到了还没来
得及寄往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圃的 9 份杂粮、11
份果树种质资源。

一个个透明袋子里，装着约一二斤的种子。
绑口处的一个小吊牌标签上，记录着这袋种质资
源的相关情况，有编号、地域、时间、采集人员
姓名。

“这是在芮城县阳城镇营子庄收集的大穗红
酒谷，这是在临猗县牛杜乡杨妃村征集的白不老
豆角种质资源，这是在平陆县常乐镇文家滑村收
集的杏树枝芽种质资源，这是绿眉豆，都是一些快
要灭绝的品种。”公司董事长王康介绍道，在开展
这项工作中，他们严格按照“应收尽收、不留死角”
的原则，为国家种质资源圃提供优良的育种材料。

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是全面打好种业翻
身仗的关键。在 4 个县 （市） 农业农村局的大力
支持配合下，云丰种业先后收集了 188 份濒临灭
绝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其中 98 份 （杂粮 73 个、
果树 25个） 获得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圃认定。

参与各级区试
为种业提供数据支撑

推开云丰种业仓库后的一面卷闸门，一片长
势高低错落、颜色深浅不一的麦田映入眼帘。

“这块基地是占地 13 亩的旱地，一共承担了
国家、省、市的 75 个小麦品种种植试验。现在
已经开始拔节。”王康介绍道。

虽然生长在同一块试验田，但因品种不同，
麦子的色泽、高低、叶子粗细都有差异。

王康介绍说：“2013 年—2022 年公司分别承
担完成了山西省南部旱地组小麦区试验、生产试
验以及国家黄淮旱地组区域试验，完成了山西农
大经济作物研究所的花生品种对照试验，2015
年—2021 年承担了山西省南部复播玉米区域试
验。”

王云等一批中高级农艺师的加入，为当地种
业企业注入了更多的科技力量。一批国家、省、
市的优质种子在基地进行了试种。

“两年评比，三年区试，一年生产。如果这
个品种的抗病性好，产量也不错，就审定了。我
们的试种就是为国家、省审定新品种提供准确的
数据资料。”芮城县农业农村局毕业于山西农大
种子专业的增值服务人员张廷说。

种业振兴，人才先行。
新品种研发、种质资源收集、承担各级农作

物区试，在种业发展的每个环节，人才都是不可
或缺的。

去年 11 月，芮城县创新性开设了 2021 年高
素质农民新型经营主体种子班。相较于常规农作
物的培训，种子班的开设在全省属首家。

在为期 10 天的培训中，来自省、市的农业
专家围绕现代种业发展、如何正确选购种子、真
假农资产品识别技术要点、玉米高产栽培技术、
小麦基本知识和高产高效栽培管理技术等内容进
行授课。

“开设这个种子班的初衷，就是贯彻种业振兴
的具体举措，这在之前是没有的，我们抓住高素质
农民这个关键少数，通过‘理论+实践’培训，让学
员真正了解种子在农业生产管理中的重要性，并
引导粮农科学选种、正规买种、包衣下种，不断推
动芮城种业高质量发展。”芮城县农业农村局分管
高素质农民培训的三级主任科员王莉莉说。

同时，芮城县农业农村局利用省校合作契
机，为各种子企业搭建平台，与中国农业科学院
作物科学研究所，山西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玉
米研究所、经济作物研究所、棉花研究所，河北
大地农业科学研究院等科研单位建立了长期稳定
的研发推广合作关系。目前，芮城县已有两家种
子企业已完成股改，并成功挂牌“晋兴板”。

芮城县农业农村局种子站负责人吕超朋介
绍，在芮城，除了云丰种业，还有芮丰种业、丰
登 农 业 等 公 司 ， 他 们 实 行 公 司 +合 作 社 +基 地

（农户） 经营模式。2022 年新建小麦原种繁育基
地 600 亩、良种繁育基地 1.5 万亩，确保主要农
作物良种覆盖率达 98%以上，实现年产良种 800
万公斤，基本满足全县种子需求，共同为芮城现
代种业强县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仓禀实，天下实。在种业人的努力下，一粒粒
种子正化作真金白银，播种在希望的田野上。

黄汾百万亩粮食优质高产高效示范基地调研行（3）

芮 城 ：育 良 种 ，兴 种 业
本报记者 范 娜

本报讯（记 者 余 果 通 讯 员 姚忠
民 杨晓飞）当前，正是化肥使用的高峰期。闻
喜县薛店镇沟渠头村做化肥生意的农民张伟

（化名），多年前在闻喜农商行贷款 2 万元，其间
因父亲重病导致还款困难，后来东拼西凑偿还
了本金，但部分利息一直拖欠未予结清。近两
年，他的农药化肥生意日见起色，便考虑扩大经
营，想再次通过银行贷款却始终无法获得授
信。闻喜农商行信贷人员获悉后，对其进行了
征信知识讲解，劝说其还清欠息。最终，他履约
还息，重新获得授信 5 万元，解了燃眉之急。他
激动地说：“原来不知道，信用这样重要啊！”

当下，像这个农民的情况还有很多。近年

来，中国人民银行运城市中心支行大力推动“百
县千村”农村信用体系示范工程建设，开展“争
创信用示范村、信用示范户”活动。通过提升授
信额度、享受优惠利率、建立信用示范引领、强
化信用救济等方式，将讲诚信观念推广到各村
各户。同时，为农民创业致富、产业升级提供了
巨大动力。

截至 2021 年年末，我市共评定信用村 710
个，信用示范村 153 个，确定信用示范户 2254
户，共为 18.5 万信用户发放 135.9 亿贷款，用信
用示范作用带动农村信用环境改善。

信用示范户贷款授信大幅提升。沟渠头村
村民杨某一直从事中药材种植和收购业务，在

评为信用示范户后获得授信 80 万元，中药材
种植面积从原来的 10 亩扩大到 20 亩，中药材
收购量由原来的 1.5 吨增加至 4 吨，年收入从
10 万元增加到 25 万元左右。目前，我市各村
镇信用示范户纯信用授信额度从过去的 5 万至
10 万元提高到 10 万至 30 万元。截至 2021 年
末，我市 30 万元以上授信农户户数为 15408
户，较 2017 至 2020 年的平均数 10298 户增加
了 49.62%。

信用户贷款利率大幅降低。我市在支农再
贷款的发放上，全面向信用示范户、信用户倾
斜，用低息政策资金逐步置换高息贷款资金，有
效降低了农户融资成本。截至 2021 年末，我市

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向 9279 户信用户发放支农再
贷款 14.8 亿元，平均利率 5.5%，低于原贷款利率
2.89 个百分点，初步估算一年可为农户节省 4000
万元利息支出。

“零不良样板村”作领头示范。中国人民银行
运城市中心支行在已评定为信用示范村中选取农
户授信覆盖面达 70%以上且全年无不良贷款发生
的行政村确定为“零不良样板村”。在具体创建
中，指导涉农金融机构执行利率下调 30%的最高
优惠，并且可申请最高额度的支农再贷款。鼓励
信贷员驻村，每年开展多次金融夜校讲座和征信
宣传咨询服务。截至 2021 年末，已成功打造 47 个

“零不良样板村”。
信用救济助力困难户翻身。我市银行业金融

机构对存在不良征信记录或目前仍有少量贷款未
还的农户，通过上门宣传、村干部或致富带头人劝
解、制订还款计划书等方式，引导其履约还贷，逐
渐化解失信造成的不良影响。截至 2021 年末，通
过信用救济 1018 户，增加授信 4596 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运城市中心支行

开展信用体系建设 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 乔 植） 深化省校
合作以来，临猗县以破解创业难题为抓
手，统筹谋划、紧密部署，依托平台、
健全机制，助力创业者及大学生积极创
业，稳定就业。

优 化 “ 硬 环 境 ”， 平 台 打 造 到 基
地。筹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设立大学
生就业创业示范代表长廊和大学生就业
创业之家，为所有创业者提供免费创业
培训、免费经营指导、免费广告宣传、
免费提供经营场地、办理税费减免的

“四免一补”服务。
营 造 “ 软 环 境 ”， 宣 传 政 策 到 个

人。为创业就业者上门送政策，就高校
毕业生自主创业经营场地补贴、一次性
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高校毕业生
社会保险补贴、小微企业一次性吸纳就
业补助等政策进行宣讲。

下一步，临猗县将借助省校合作契
机，把创业就业政策讲出去，吸引更多
的优秀青年人才集聚临猗，营造全域创
业发展优生态，最大限度激发创业活
力，推动临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临猗

营造“两个环境”
为人才创业添活力

本 报 讯（ 记
者 陈永年）昨日，
河 津 市 政 协 委 员 、
河津市工科局主任
科员周永胜打来电
话：“国家新规出台
了 ，今 后 新 建 建 筑
将强制安装太阳能
系 统 ，我 在 今 年 河
津市政协会议上的
提 案 就 是 这 个 内
容。”

周 永 胜 说 的
“新规”是住建部国
家 标 准《建 筑 节 能
与可再生能源利用
通用规范》。该规
范 今 年 4 月 1 日 起
正式实施 ，为强制
性工程建设规范 ，
对推进绿色建筑发
展、节能减排将起
到重要作用。

规 范 明 确 ：新
建建筑应安装太阳
能系统，其中的集
热器设计使用寿命
应高于 15 年，光伏
组件设计使用寿命
应高于 25 年；要求
新建居住和公共建
筑碳排放强度分别
在 2016 年 执 行 的
节能设计标准的基
础 上 平 均 降 低
40%。

2021 年 ，河 津
市被确定为“整县

（市、区）屋顶分布
式 光 伏 开 发 试
点”。整县制推进
光伏项目是推动分
布式光伏建设的模
式创新，推进过程
包括党政机关的建
筑物，学校、医院、
村 委 会 等 公 共 建
筑，工商业厂房和
农村居民屋顶，推
进过程非常复杂，
推 进 成 本 相 对 较
高。周永胜发现，
不管是河津市还是
其他地方，每年在
建的项目投资，包
括市政工程、住宅小区、企业标准化厂
房，这些项目都没有同步设计和建设光
伏项目，项目建成后按照要求又必须马
上进行光伏建设改造。投资更大不说，
改造的项目与新建项目同步设计施工相
比，还存在利用面积小、建设成本高、维
修成本大等先天不足。

为此，周永胜在《关于新建项目同步
设计同步运行分布式光伏项目的提案》
中建议，制定新建项目河津市光伏建设
规范，内容包括新建住宅小区整体建设
光伏电站规范，新建党政机关建筑物光
伏电站规范，新建学校、医院、村委会等
公共建筑投资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规
范，新建工业建筑、标准化厂房、大型商
业体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规范，新建农
村居民屋顶推荐光伏建设规范等。按照
这些规范，要求项目单位同步设计、同步
建设、同步运行，并制定合理电量分配受
益方案，企业从中受益，达到双赢。

周永胜说：“这说明决策者真正看
到了政策落实过程中的病症和堵点。新
规定的实施，将为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
源利用的科学高效推进创造更好的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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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王康在展
示公司收集的农作物
种质资源

中图：农艺人员
在察看区试新品种小
麦长势

下图：云丰种业
收集的部分农作物种
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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