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 业 振 兴 需种 业 振 兴 需
更多更多““国欣范式国欣范式””

素 心

国欣总会的故事，是中国农业科
技突围的缩影。从棉田到粮田，从跟
随到引领，其成功不仅在于技术突
破，更在于探索出一条科研院所和企
业深度融合的创新路径。

当前，全球种业竞争已进入生物
技术、基因编辑等“深水区”。跨国
企业凭借先发优势，长期把控核心专
利。我国种业曾因研发链条脱节陷入
被动——科研机构成果“锁在柜
中”，企业缺乏研发能力。

国欣总会的“反向创新”模式打破
了这一僵局：以产业需求为导向，联合
顶尖团队合力攻坚，让实验室成果快速
走向田间。这种“需求牵引研发”的机
制，正是破解种业“两张皮”的关键。

种业是典型的长周期、高投入领
域。国欣总会的选择印证了“硬科
技”企业的成长逻辑：靠战略定力穿
越周期，以核心技术构建壁垒。这种

“十年磨一剑”的坚守，在追求短平
快的市场环境中尤为可贵。

国欣总会的实践也在助力乡村振
兴的发展。

通过土地流转、新品种推广，打
造的“科技园区+农户”模式，让农
民从“会种地”转向“慧种地”。泊
头荒地被改造为高产田、抗寒小麦助
农抵御灾害等案例证明，农业科技创
新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田间增收上。

当企业创新与农民福祉同频共
振，种业振兴才能真正落地。

“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这一
目标，既需政策支持，也需更多“国
欣”勇闯创新“无人区”。

当全球种业进入“技术冷战”时
代，国欣总会的科研创新故事让我们
看到——攥紧中国种子，既要有仰望
星空的智慧，更需脚踩泥土的坚守。

唯有让科研的根扎进产业需求，
让技术的果结在田间地头，才能将

“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田间科研：数据里的种业突围
5月 14日，位于河间市西

九吉乡的国欣现代农业科技园
区里，中国农业大学团队成员
岳宁宁在麦田里忙碌着。几位
工作人员熟练地测量麦苗的叶
宽、叶长、株高等数据，这样
的取样工作要持续4天，涉及近
万株小麦。

包括眼前这片试验田在内的
200 亩土地，堪称种业“孵化

器”。河间市国欣农村技术服务
总会（以下简称“国欣总会”）
与中国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
等多家科研院所合作的试验地块
在此集聚，承担着新品种区域试
验、生产试验、展示示范以及小
麦、玉米新品种选育等重要任
务。在这里，每一株作物都是科
研的“主角”，每一组数据都是
突破的基石。

与麦田一路之隔的棉田
里，同样孕育着科技的力量。

新疆国欣种业有限公司和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
所郭三堆教授团队合作的耐草
甘膦除草剂转基因棉花品种，
从塑料薄膜中挺拔而出。它们
持有全国第一份“耐除草剂棉
花”安全证书，是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明星品种”。

河间市国欣种业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王定伟介绍，这一品
种能耐受4倍生产用除草剂，用
药 15 天后残留量降低超 80%，
解决了传统除草剂在棉花“体
内”残留的难题，为棉花生物
育种技术自主可控、提升产业
核心竞争力提供了关键支撑。

“过些日子就可以打药试试
了。”王定伟满是期待。

棉种的三次“革命”：从“禁区”到“新纪元”

夏播棉、抗虫棉、耐除草
剂的棉花，是国欣总会在棉种
研发生产上的三次重大转折。

上世纪 80年代初，国欣总
会会长卢国欣还只是村里大队的
农技员。那时的他，已经在北纬
38°线的夏棉禁区，种植了表现
突出的“中棉 10号”，打破了

“小满花，不进家”的农谚禁
忌。庄稼地不仅开始一年两季种
植，还实现了小麦亩产 300公
斤、夏棉亩产250公斤以上的成
绩。卢国欣为棉农麦、棉连作闯

出了一条致富新路子，也为农村
联产承包责任制注入了一针强心
剂。北方棉区轰动了，前来参观
考察的人络绎不绝。

也是从那时起，卢国欣认
准了“不能关起门来种地”。要
跟科研院所保持“热线联系”。

上世纪 90年代，棉铃虫大
爆发，国外转基因抗虫棉乘虚
进入，垄断国内棉种市场。

1998年，国欣总会技术团队
在时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
研究所研究员郭三堆老师的指导

下，开展转基因抗虫棉研究改良。
经过3年的反复试验，团队

改良的国产转基因抗虫棉品
种，不仅解决了抗病能力差等
问题，产量更是明显超过国外
品种，在国内迅速推开。这成
为我国棉花种植史上不可替
代、广泛应用的重大技术成果。

这一突破，助力国欣总会
的棉种研发驶入快车道。

如今，耐除草剂的棉花品
种，将开启新纪元。在国欣农
业科技园区的实验室，国欣总

会主持的国家生物育种重大专
项“高产广适棉花新品种设计
与培育”项目正在全面展开。

“目前，项目已完成所有中期
考核指标，包括5个高产广适棉花
新品种的审定、13份新种质创
制、4项生物育种新技术的开发，
以及100余万亩的新品种示范推
广。此外，项目还申请或授权了
12件发明专利和植物新品种权。”
国欣总会副会长卢春恒说，这些
科研成果，将为棉花产业的持续
健康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从棉田到粮田：战略转型的企业担当

在沧州大运河两岸，国欣
农场里的小麦、玉米、高粱等
作物茁壮成长。

几年前，泊头市泊镇宋屯
子 1600多亩林地杂草丛生、野
兔乱窜。如今，这里已成为丰
收的粮仓。而在沧州运河两
岸，像这样的土地国欣总会流
转了数万亩。

近年来，随着棉花种植业

向西北内陆转移，国欣总会制
定“稳棉增粮，向大种业进
军”的发展思路，走品种科技
化、科研产业化、产业市场化
的发展道路，推进种业振兴。

5月 18日，辛集市农资经
销户靳士娜已经是第三次来到
国欣现代农业科技园区。

在小麦新品种国欣鲁研
951 的田间，他不断感慨“变

化太大”。今年 3 月底的倒春
寒，国欣鲁研 951小麦表现突
出，未受影响。

一同前来考察的种粮户
说，只要扛过低温，小麦几乎
就能确保“多种、多收、多卖
钱”。而国欣生产推广的这个
小麦品种，就是一匹“黑马”。

“我们每年都会投入大量的
人力和物力开展棉花、玉米、

小麦等品种选育工作。在农业
科技园、种业研究院等地进行
新品种种植示范，加快科技成
果转化。”卢春恒说，2004 年
至今，国欣总会已有 35个棉花
品种、16个玉米品种通过了国
家、省部级审定，这些品种在
丰产、抗逆、品质等方面表现
优异，已实现较大面积种植推
广。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保障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保证种
源自主可控。河间市国欣农村技术服务总会40余年“深耕”种业，就是为了不断提升种业创新能力，产出
更多优质“农业芯片”。

行内人流行一句话：“做生
物育种是找死，不做是等死。”

王定伟深知，当转基因、基
因编辑成了主要育种手段和技术
发展方向，种业人不懂、不参

与，就会落后。但种业的特性又
决定了，参与科研育种的门槛非
常高，要耐得住动辄8年、10年
的研发周期，也要有顶尖的科研
力量和扎实的选育眼光，还要持

续不断地加强研发投入和研发队
伍的梯次建设。

让王定伟欣慰的是，从前，
生物育种多由科研单位牵头做科
研、育品种，由企业应用推广。

而今，这个形势已经发生转
变。像国欣这样的种业企业，
开始牵头做科研，科研单位提
供技术支持，种业正从下游生
产端开始走向上游创新端。

生物育种：企业牵头的创新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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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峻豪） 近日，来自我市
及京津冀地区的青年企业家代表共计 180余
人，相聚在吴桥县大运河畔，参加市青年企
业家协会助力文旅产业发展会议系列活动。

活动以“文旅新机遇 招商引未来”为主
题，由共青团沧州市委、沧州市工商联、沧
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沧州市招商投资促
进中心主办，吴桥县委统战部、吴桥县工商
联、共青团吴桥县委、沧州市青年企业家协
会承办，旨在搭建政企协同推动文旅创新的
桥梁。

活动当天，青年企业家们走进吴桥杂技
大世界，沉浸式体验如何点燃文旅消费热
潮。“吴桥杂技不仅是技艺，更是文旅产业开
发的富矿。”沧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韩超
表示，此行让青年企业家们看到了传统文化
与商业运营深度融合的可能性。

接着，大家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吴桥“非遗+
农产品”特色市集——“青创文旅 吴桥潮市”。

市集上，石影雕、花馍、椒麻鸡、姜
糖、宫面等 20余种非遗特色产品和农产品令
人应接不暇。青年企业家们有的手中提着装
得满满的袋子：“市集的商品很丰富，我买了
一些带给家人。”有的和摊主交换了联系方

式：“我每样都买了点，好吃的话，将来可以
多买些给员工发福利。”一旁，河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石影雕代表性传承人方士英正
用铜錾在黑色玄武岩上“作画”，随着铜錾细
微而密集的敲击声，一幅颇具立体感的风景
画在石板上逐渐显现。精湛的技艺与精美的

画面吸引了一众人咨询订购。
“吴桥潮市”负责人介绍：“这个市集是

特为此次活动设置，希望青年企业家们除了
购买商品、促进消费，还能为吴桥打造特色
旅游产品出主意想办法。”

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沧州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与沧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签订了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吴桥县人民政府、沧州市
青年企业家协会共同为吴桥杂技大世界“沧
州市青企协文旅产业创新实践基地”揭牌。

根据协议，沧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与
沧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将建立长效合作机

制，聚焦沧州文旅产业发展，通过资源整
合、平台搭建、项目联动，推动青年企业家
参与文旅项目投资、创新文旅业态；联合开
发乡村旅游、文旅融合示范区等文旅项目；
联合举办文旅主题论坛、招商会、青年企业
家文旅创新大赛等活动，为沧州文旅产业招
引培养人才。

“青年企业家思维活跃，富有创新精神，
在文旅产业发展中大有可为。”韩超说，青年
企业家们拥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善于运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开
发更符合当代消费者喜好的文旅项目。沧州
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将充分发挥平台作用，整
合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组织青年企业
家积极探索沧州文旅融合新路径。

会上，还为10名从青年中选出的“文旅体
验官”颁发了聘任证书。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
网络达人、青年企业家，也有文旅行业的从业人
员。但无一例外，他们都愿意为沧州的文旅产业
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沧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秘书
长刘悦表示：“作为新上任的‘文旅体验官’，我
的职责是宣传沧州、推介沧州，我将与京津冀地
区的企业家们加强联系，在更广的领域宣传沧州
文旅，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沧州。”

180180余名青年企业家相聚一堂余名青年企业家相聚一堂

共同探索沧州共同探索沧州““文旅文旅++””的前景和未来的前景和未来

5月16日，位于沧县大
官厅乡的东盛塑料有限公
司，一条条智能化生产线高
速运转。经吹塑、灌装、封
盖等系列工序后，一款广受
年轻人欢迎的新晋品牌饮品
走下生产线。这些产品将摆
上山姆会员店等商超货架。

1988 年 成 立 的 “ 东
盛”，最初仅是一家生产药
瓶、吸管的乡镇小厂。如
今，其年产能已突破 80亿
只瓶盖、1.5 亿只包装瓶，
专注饮品包装领域。

2021 年，公司成立了
饮料代工事业部，引进无菌
灌装生产线，实现“边吹塑
边灌装”工艺，将氧气残留
量大幅降低，使饮料保质期
延长 30%。这一技术突破，
让饮品的“0防腐剂”宣言
成为可能。至此，“东盛”
也成为国内少数能同时生产
瓶身、瓶盖并配套灌装代工
的企业。

近两年，迎合年轻消费
者口味的新晋饮品层出不
穷，争相抢占市场。既能生
产瓶身、瓶盖，又能提供生
产灌装的“东盛”，成了

“香饽饽”。“奈雪的茶”“果
子熟了”“让茶”等品牌递
来橄榄枝，还有越来越多带
着创意和配方的创业团队慕
名而来。他们期待在这里将
设计变为口感、包装、理念
俱佳的成品，抢占市场的一
席之地。

“良品铺子、蒙牛、健
力宝等都是常驻‘东盛’的
老顾客，代工产品排期要提
前一个月报计划，每个月生产超过 6000吨。”
公司总经理王治川说。

凭借全产业链布局和“共享智造”，“东
盛”实现突围。

王治川指着车间里巨大的罐型容器介绍：
“如果客户想要‘冷萃’茶叶的技术和口感，
我们会用真正的茶叶去加工、萃取，而不是简
单地用添加剂勾兑。”正因为有这样的技术实
力，“东盛”才能有信心来筛选新的优质顾
客，确保产品品质。

公司从瓶体到瓶盖的全链条包装解决方
案，正在为更多顾客提供合理化的改进建议。
而“东盛”的设备和原材料共享、闭环设计解
决方案，也正在改变行业生态。

公司生产车间的大屏幕上，滚动着一排排
数字。如今，公司的智能化改造序幕已然拉
开。初试牛刀，生产效率就已大幅提升，装上
智慧大脑的设备还可以对设备故障提前预警，
更高效准确地筛选出瑕疵品，有效降低生产成
本。

“智能化改造升级是我们的重要功课，只
有最大限度保证产品品质、提高生产效率，才
能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王治川说，将
高端设备和设计能力等共享，这种“不求所
有，但求所用”的理念，正重塑传统制造业的
边界。

你有创意、有渠道，我有高端饮品灌装生
产线和包装设计团队……牢牢抓住年轻人味蕾
的新饮品不断从沧县发往各大商超，背后是一
场场饮品行业的“双向奔赴”。

当“共享”成为制造业新常态，“东盛”
的故事揭示了一条转型升级的可行路径：以
核心技术为支点，撬动全产业链效能提升。在
这里，竞争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共生共荣的
生态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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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吕吕 坤坤 摄影摄影 孙顺超孙顺超

1010名名““文旅体验官文旅体验官”。”。

沧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韩超致辞沧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韩超致辞。。

青年企业家们在逛青年企业家们在逛““吴桥潮市吴桥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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