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农作物种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实施方案 #

!"#$&!"!"

年$

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为推进我省农

作物种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实现种业强省目标%制定本方案*

一&种业发展现状

山东是种业大省%常年农作物种植面积
#'$

亿亩左右%粮&

棉&油&菜等用种量约
#(

亿公斤*多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种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发展现代种业的政策措施%为我省

农作物种业水平位居全国前列提供了坚强保障*

#一$新品种水平显著提升*省农业良种工程&国家种子工

程等一系列种业项目的实施%不断提升我省新品种水平*自

#%(!

年实行品种审 #认$定制度以来%全省共审 #认$定农作

物品种
#)(#

个%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
%*+

以上%良种对

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
,)+

*我省培育的小麦品种 +济麦
!!

,

连续多年为全国第一大品种%小麦品种 +烟农
%%%

,创造了亩产

(#*

公斤的冬小麦高产纪录%玉米品种 +登海
$$#

,创造了亩产

#,"!'%

公斤的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优良品种的成功选育和大

面积推广%为确保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提供了保障*

#二$种业企业优势初步显现*通过不断加强科企合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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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建成一批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等创新平台%培育了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优秀品牌%企业综

合竞争力显著增强*截至
!"#)

年年底%全省持证企业
-!#

家%

省级以上发证企业
#*-

家%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

亿元*注册资

本
#

亿元以上的 +育繁推一体化,企业&+中国种业信用骨干企

业,+中国蔬菜种业信用骨干企业,%数量均位居全国前列*

#三$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先后建成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区域

试验站
%

个&省级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站
,"

个%区域试验体系

不断完善*建成部级&省级种子质量检测中心
##

个%检测手段

不断增强*海南种子繁育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升%育种单

位达到
)"

多家%面积超过
!"""

亩*

#四$政策支持体系基本确立*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出台

了多项支持种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为我省农作物种业转型升级提

供了有力支撑*

当前%传统种业正加速向现代种业转型升级*面对种业发展

新形势%我省虽然具备一定优势%但差距依然很大%建设现代种

业的任务艰巨而繁重*

一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全省开展育种科研的种业企业

不足
-"+

%年均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不足
-+

%远低于大

型跨国种业企业的研发投入比例%且育种方法&技术和设施设备

比较落后*总体上看%大企业不大不强%综合竞争力&引领带动

力不突出-小企业不专不精%专业程度不够%产业链服务能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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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科研与生产脱节*育种研发与实际应用有较大差距%育成

品种同质性多&突破性少*现有技术成果转化率低%缺少研究成果

转化应用的机制和平台%高效的现代商业化育种体系尚未形成*

三是基础设施和装备落后*大多数区域试验站&展示示范点&

良种繁育基地&种子质检站等基础设施差&仪器设备落后%抗风险

能力弱%远不能适应种子质量检测&品种试验展示和供种保障要求*

四是管理体系弱*全省各级种子管理机构人员少&经费不足&

手段落后的问题比较普遍%尤其是县级机构人员严重不足%大多

数不具备种子质量检测能力%严重影响了种子监管和服务水平*

二&发展思路及目标任务

以保障粮食安全&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增收为目

标%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动力%通过加强商业化育种体系建

设&公益性研究条件建设&种子生产基地建设&管理服务能力建

设%加快提升种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供种保障

能力%切实增强种子监管服务能力%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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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和发展山东农作物种业在全国的优

势地位%实现由种业大省向种业强省跨越*

到
!"!"

年%全省农作物种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全省农作

物种业科技创新能力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种业企业竞争力明显提

升%建成一批农作物商业化育种中心%种业企业每年研发投入占

销售收入比例达到
$+

以上%+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达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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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骨干企业省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

以上-建成一批省级以

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种业科技创新平台%引进培

养一批具有全国先进水平的种业创新人才团队-良种贡献率明显

提高%培育一批适合现代农业生产需求的突破性农作物新品种%

主要农作物基本实现良种全覆盖%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

)"+

以上-种质资源创制及开发利用&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等取得

明显成效%成果转化能力和品种研发支撑能力显著提升-供种保

障能力显著增强%建成标准化种子生产基地
#)!

万亩%海南种子

繁育基地
#"""

亩%基础设施和条件得到显著改善-综合服务能

力显著提升%建立健全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网络&展示示范网

络&种子质量检测体系和综合信息网络平台%实现 +互联网
.

种

业,融合发展*

三&主要实施途径

为了实现我省农作物种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启动实施

+山东省农作物种业提升工程,%深入实施省农业良种工程%重点

加强商业化育种能力建设&育种支撑体系建设&种子基地建设&

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和市场监管能力建设%加快推动实现山东种业

的转型升级*

#一$加强商业化育种能力建设*支持具有研发能力的种业

企业进行产品创新%扶持优势种业企业建立科研机构和研发队

伍%引进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先进育种技术&育种材料和关键设

备%按照市场化&商业化育种模式开展品种研发*支持企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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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省级育种创新平台%开展育种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更新

改造*支持企业与优势科研单位合作育种%鼓励科研人员到企业

从事商业化育种*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品种为主线

的联合攻关模式%健全多元投入&资源共享&收益分配的运行机

制%加快选育适应农业转方式&调结构的突破性品种*

#'

建设粮&棉&油&菜&果等农作物商业化育种中心
!)

个*

主要项目'

主要项目 实施主体 建设内容

小麦商业化育

种中心
,

个

玉米商业化育

种中心
(

个

棉花商业化育

种中心
-

个

花生商业化育

种中心
!

个

大豆商业化育

种中心
#

个

水稻商业化育

种中心
#

个

蔬菜商业化育

种中心
)

个

种业企业

!!

#'

种质资源引进与创新*

!'

先进技术装备引进*

-'

改善新品种选育条件%提高新品种

选育手段%逐步实现田间育种机械化&智

能化*

,'

适应市场需求的高产&优质&多抗

新品种创制能力建设*

)'

建立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交流合

作机制和资源共享机制*

!

$

!



主要项目 实施主体 建设内容

水果商业化育

种中心
#

个
种苗企业

!!

#'

种质资源引进与创新*

!'

高端人才和先进技术装备引进*

-'

改善新品种选育条件%提高新品种

选育手段%逐步实现田间育种机械化&智

能化*

,'

适应市场需求的高产&优质&多抗

新品种创制能力建设*

)'

建立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合作交

流机制和资源共享机制*

!!

实施进度'

!"#*

年建成
#"

个商业化育种中心%

!"#(

年至

!"!"

年建成
#)

个商业化育种中心*通过中心建设带动%培育一

批突破性新品种*

!'

育种目标*以 +高产优质&抗逆广适&适宜机械化,为

主攻方向%培育小麦&玉米&棉花&花生&大豆&水稻等农作物

突破性新品种
!)

个-以 +优质&专用&高抗&耐贮,为主攻方

向%重点培育生产性能和主要经济性状超过进口品种的设施专用

蔬菜新品种
#"

个以上*

#

#

$玉米*重点培育生育期
#""

天左右%产量潜力亩产

#-""

公斤以上%成熟收获时籽粒含水量
"

-"+

%亩种植密度

)"""

株以上%抗倒伏&抗倒折%抗病性好%适宜直接机械收获

籽粒的夏玉米品种
-&)

个*培育抗茎腐病&抗倒&丰产&稳产&

广适的玉米新品种
#"&!"

个*培育生物产量高%抗倒&抗病&

整株粗蛋白含量
#

*'"+

的青贮专用品种
!&,

个*培育能够在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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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量
"'-+

左右的盐碱地种植的玉米品种
#&!

个*

#

!

$小麦*重点培育产量潜力亩产
(!"

公斤以上%大面积亩

产稳定在
$)"

公斤以上高产&抗倒&广适类小麦品种
-&)

个*

培育抗旱&节水&亩产稳定在
))"

公斤以上的小麦品种
!&-

个&

中抗赤霉病小麦品种
#&-

个&优质专用强筋类型小麦品种
!&-

个&耐盐碱小麦品种
!&-

个*

#

-

$棉花*重点培育高产&广适%纤维品质优良 #纤维长度

-"//

以上%纤维比强度
!%01

"

234

以上$%抗枯萎病&黄萎病%

抗棉铃虫%耐旱&耐盐碱%果枝节位适中%结铃吐絮相对集中%

适应机械化作业&轻简栽培的中熟常规品种
)&$

个*

#

,

$水稻*重点培育生育期
#,"&#)"

天%米质达国标
!

级

以上%抗
!&-

种以上主要病虫害%早发性好%对光温反应迟钝%

抗倒伏%耐盐碱%高产&优质&多抗&广适&适宜机械化生产的

中早熟水稻品种
-&)

个*培育生育期
#!"&#!)

天%适宜鲁南和

鲁西南稻区直播种植的早熟品种
!&-

个*培育香米&有色米&

优良食味米等特色专用品种
!&-

个*

#

)

$花生*重点培育生育期
#,"

天左右%种子休眠期
,"

天

以上%亩产潜力
$""

公斤%抗病&抗倒伏&高产&稳产&广适&

适宜机械化收获的春花生新品种
)&#"

个*培育生育期
##"

天左

右%种植密度
!""""

株以上的夏直播品种
!&-

个*培育含油率

))+

以上%蛋白质含量
!$+

以上%油酸亚油酸比值
#"

以上%优

质专用品种
-&)

个*

!

(

!



#

$

$大豆*重点培育生育期
#")

天左右%亩产潜力
-""

公

斤%抗病&抗倒伏%高产&优质适合机械化作业&轻简化栽培品

种
-&)

个*培育含油量
!!'"+

以上&蛋白质含量
,$+

以上的优

质专用品种
!&-

个*

#

*

$蔬菜*重点培育一批耐低温&耐弱光&抗病%高产&优

质的设施专用蔬菜品种%适宜脱水&速冻&保鲜&调理的加工出

口专用品种%培育具有嫁接亲和性&共生亲和性好的砧木品种*

到
!"!"

年%实现自主研发品种占
("+

以上*

#

(

$水果*培育抗逆性适应性强的苹果&梨&桃&樱桃等主

要水果的矮化砧木-丰产优质&抗裂果&易着色的大果型红色品

种-特殊营养功能的保健型品种-加工专用品种等*

#

%

$茶树*培育适应山东茶叶主产区栽培的抗寒性适应性

强&高产优质&具备加工中高档茶叶的无性系品种*

#二$加强育种支撑体系建设*支持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重

点开展育种理论&共性技术&种质资源挖掘&种子生产加工和检

验技术等基础性研究%以及企业参与度低的常规作物育种等*开

展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鉴定&评价%建立健全农作物种质资源

保护&利用和管理服务体系%建立完善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保存

库*建立现代育种技术平台和种子科学平台%实现公共资源的共

享利用*

#'

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在全省范围内构建公益性

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健全低温种质库&种质资源圃&试管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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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超低温库等非原生境保存体系%推进特色农作物种质资源原

生境保护区建设*开展种质资源全面鉴定和综合评价%围绕优异

资源的重要性状开展精准鉴定与功能基因挖掘%建设区域性种质

资源数据库&信息共享与利用平台%加强种质共性信息&特性信

息与图像信息的数字化表达与共享管理%提高种质资源的利用效

率%为种质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主要项目'

主要项目 实施主体 建设内容

农作物种质资

源保护体系建

设

农业科研&

教学单位

完善种质资源保存中期库
#

个%建设资源

繁种鉴定基地
#

处 #综合$&试管苗库
!

个&种质资源圃
,

个 #

-

个果树&

#

个药用

植物$&野生大豆原生境保护区
!

处 #东

营&济南$*

农作物种质资

源收集保存及

评价鉴定

农业科研&

教学单位

新收集保存作物种质资源
!"""

份以上%山

东特色作物种质资源
!""

份以上%引进国

外优异种质资源
!""

份以上*新评价鉴定

种质资源
!"""

份以上%筛选优异种质资源

!""

份以上*

农作物种质资

源数据库与共

享服务系统构

建

农业科研&

教学单位

建设
)"

种作物的种质资源数据库和信息共

享服务平台%共享种质资源信息
,"""

份以

上*

!!

实施进度'

!"#$&!"#*

年%建设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中心%包括种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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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繁种基地
#

个&低温中期库
#

个 #综合$&试管苗库
!

个 #甘

薯&马铃薯$&种质资源圃
,

个&野生大豆原生境保护区
!

处%初步

搭建起集中保存与原生境保护互为补充的高标准&多层次保护体系*

新收集保存农作物种质资源
#"""

份以上%山东特色农作物种质资源

!""

份以上%引进优异种质资源
#""

份以上*

!"#*&!"!"

年%新收集保存农作物种质资源
#"""

份以上%引进

优异种质资源
#""

份以上%新鉴定农作物种质资源
!"""

份%筛选优

异农作物种质资源
!""

份以上*建设与资源保护体系相配套的种质

资源数据库和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实现入库资源的高效共享*

!'

科技平台建设*

#

#

$开放式育种生物技术平台建设*以现有的省级以上重点

实验室为基础%集成生物技术领域的人才&设备&资金等优势资

源%在省级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具备条件的种业企业建设完善

!&-

处育种生物技术平台%对全省种业企业和研发单位开放使

用%为种业企业和有关单位提供技术和人员培训%重点开展农作

物产量&品质&抗逆&资源高效利用等重要性状遗传机理&生物

功能基因组学以及蛋白质组学研究%开发杂种优势利用新途径与

新方法%完善快速
516

指纹检测技术%加强分子标记及辅助育

种&超纯克隆系&单倍体育种等关键生物技术研究*

#

!

$种子科学平台建设*以现有的种子相关研究平台为基

础%在省级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骨干种业企业建设完善
#&!

处种子科学平台%加强现代农作物种业相关技术研究%突破生物

!

##

!



制 #繁$种与种子 #苗$质量控制关键技术*重点开展农作物种

子亲本保纯及种子繁育贮藏技术&品种特性保持&新型作物不育

系与强优势杂交利用&作物机械化制种&种子烘干加工包装等关

键技术研究%开展快速
516

指纹检测&信息化质量控制等新技

术研究%建立农作物种子质量标准化&信息化控制体系*

#

-

$主要农作物品种表型鉴定中心建设*主要负责对新品种

#系$进行生物 #如主要病虫害$和非生物 #倒伏&盐碱&干旱&

低温&高温&重金属等$胁迫鉴定%适时开展诸如脱水速率&成

熟期等性状的鉴定*

主要项目'

主要项目 实施主体 建设内容

开放式生物技

术平台建设

省级科研

院所&高

等 院 校&

种业企业

!!

建设
!&-

处%主要完善生物技术平台

所需仪器%开展关键育种技术研究%对全

省种业企业和科研单位开放使用%为种业

企业和有关单位提供技术和人员培训*

种子科学平台

建设

省级科研

院所&高

等 院 校&

种业企业

!!

建设
#&!

处%主要完善种子科学平

台%加强现代农作物种业相关技术研究*

主要农作物品

种表型鉴定中

心建设

农 业 科

研&教学

单位

!!

在省内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建设
#

处%

建立固定基地%配置所需设备 #田间管理&

风力模拟&人工降雨&病原接种&数据采

集等$%制定鉴定标准&方法和程序%为育

种企业和研究单位提供材料鉴定*

!

!#

!



!!

实施进度'

!"#$&!"#*

年建成生物技术平台
!

处%种子

科学平台
#

处%品种表型鉴定中心
!

处*到
!"!"

年%共建成

生物技术平台
-

处%种子科学平台
!

处%品种表型鉴定中心

-

处*

#三$加强种子基地建设*按照农作物种植区划&优势区域

布局和生产实际%建设一批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和机械化的

种子生产基地%配套建设和改造升级一批现代化种子生产加工中

心%提升良种的生产和加工能力*在海南省新建核心育种繁育基

地
#"""

亩%增强海南种子繁育科研能力*

#'

种子生产基地建设*扶持流转土地规模大&有自有品种

的优势种业企业%在省内建设粮食&棉花&油料&蔬菜等农作物

种子标准化生产基地
#)!

万亩%其中株 #穗$行圃
!

万亩%原种

生产基地
-"

万亩%良种生产基地
#!"

万亩*

主要项目'

主要项目 实施主体 建设内容

小麦种子生产

基地
,"

个
种业企业

采取填平补齐原则*

田间工程'土地整平&深松&培肥
-""""

亩 #含株 #穗$行圃&原种田$%水渠&田

间道路&打井及配套等*

土建工程'种子常温库&晒场等*

仪器设备'种子检验仪器&种子成套加工

设备等*

!

-#

!



主要项目 实施主体 建设内容

花生种子生产

基地
#!

个

大豆种子生产

基地
-

个

棉花种子生产

基地
)

个

水稻种子生产

基地
-

个

玉米种子生产

基地
)

个

种业企业

采取填平补齐原则*

田间工程'土地整平&深松&培肥
#""""

亩 #含株 #穗$行圃&原种田$%水渠&田

间道路&打井及配套等*

土建工程'种子常温库&晒场等*

仪器设备'种子检验仪器&种子成套加工

设备等*

蔬菜种子生产

基地
$

个
种业企业

采取填平补齐原则*

田间工程'土地整平&深松&培肥
)"""

亩%水渠&田间道路&打井及配套等*

土建工程'种子常温库&晒场等*

仪器设备'种子检验仪器&加工设备等*

水果良种苗木

繁育基地
,

个
苗木企业

采取填平补齐原则*

田间工程'土地整平&深松&培肥
!"""

亩%水渠&田间道路&打井及配套等*

土建工程'种子常温库&晒场等*

仪器设备'种子检验仪器&加工设备等*

茶树无性系良

种苗木繁育基

地
!

个

苗木企业

采取填平补齐原则*

田间工程'土地整平&深松&培肥
#"""

亩%水渠&田间道路&打井及配套等*

土建工程'种子常温库&晒场等*

仪器设备'种子检验仪器&加工设备等*

!

,#

!



!!

实施进度'

!"#$

年开始实施%每个项目建设期限
!

年*

!"#$

年%

#)

个小麦&

)

个花生&

#

个大豆&

!

个棉花&

#

个

水稻&

!

个瓜菜&

#

个水果&

#

个茶树基地立项建设*

!"#*

年%

#)

个小麦&

)

个花生&

#

个大豆&

!

个棉花&

#

个

水稻&

!

个瓜菜&

#

个水果&

#

个茶树基地立项建设%对完工项

目进行竣工验收*

!"#(

年%

#"

个小麦&

!

个花生&

#

个大豆&

#

个棉花&

#

个

水稻&

-

个玉米&

!

个瓜菜&

#

个水果基地立项建设%对完工项

目进行竣工验收*

!"#%

年%

!

个玉米&

#

个水果基地立项建设%对完工项目进

行竣工验收*

!"!"

年%对完工项目进行竣工验收%做好种子生产基地项

目总结工作*

!'

海南种子繁育基地建设*在三亚建设
#"""

亩科研育种基地*

主要项目'

主要项目 实施主体 建设内容

南繁科研育种

基地
#"""

亩

省海南种子

繁育工作站

!!

承包期
#!

年土地租用费补助*办公

和科研设施
,""

平方米%宿舍
#,""

平方

米%厨房和餐厅
!""

平方米%仓库
-""

平方米%晒场
)"""

平方米及田间沟&

渠&路等*

!

)#

!



!!

实施进度'

!"#$

年立项建设%

!"#(

年竣工*

#四$加强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健全品种试验网络%提高试

验装备水平%实现试验操作机械化&数据采集自动化&数据处理

智能化*加强新品种展示示范%提高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入户

率*建立种业综合信息网络服务平台%充分利用物联网等现代信

息技术%实现种子质量可追溯&种子信息可查询&信息数据可共

享*建立省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制度*

#'

品种区域试验站建设*在全省建设
,"

个农作物品种区域

试验 #鉴定$站%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装备条件*

主要项目'

主要项目 实施主体 建设内容

农作物新品种

区域试验站
,"

处

省农作物新

品种试验承

担单位

!!

#'

区域试验站试验用地
)"&#""

亩%

能保证长期不改变试验用途%能够代表

当地生产水平%地势平坦%肥力均匀%

排灌方便%旱涝保收*

!'

改造品种试验所需的考种室&晒

场&种子仓库&农机具库等以及配套田

间设施*

-'

购置小区试验专用的播种&收获&

脱粒机械及田间小气候观测&水分测定&

试验数据处理等相关仪器设备*

!!

实施进度'

!"#*

年年底前建成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站
-"

处%

!"#(

年至
!"!"

年建成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站
#"

处*

!

$#

!



!'

品种展示示范体系建设*全省设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

中心
#!$

处%其中省级
!

处&市级
#*

处&农业县 #市&区$

#"*

处%每县 #市&区$发展带动中心乡镇新品种展示示范点
-

处&

村级示范户
-"

个%构建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的新品种

展示示范体系%形成以县带乡&以乡带户的新品种与新技术展

示&示范&推介新渠道*

主要项目'

主要项目 实施主体 建设内容

新品种展示示

范中心
#!$

处

#省 级
!

处&

市 级
#*

处&

县级
#"*

处$

种子管理机

构

!!

改善提升品种展示&示范基础设施

和条件*保障用于土地&农机具租用%

种子&化肥&农药&用工&水电等投入%

制作展示标牌&组织观摩培训等支出*

!!

实施进度'

!"#$

年%在
*-

个全国新增
#"""

亿斤粮食产能县建立展示

示范中心%开展新品种展示示范*

自
!"#*

年起%在全省
#!$

处展示示范中心全面启动实施新

品种展示示范*在已启动的
*-

个全国新增
#"""

亿斤粮食产能县

展示示范中心的基础上%每县建立中心乡镇新品种展示示范点
-

处&村级示范户
-"

个%展示示范到村到户%基本形成覆盖省&

市&县&乡&村的全省五级新品种展示示范体系*

!

*#

!



-'

种业综合信息网络平台建设*建成覆盖全省的农作物种

业综合信息网络平台%与国家种业信息系统有效对接%形成完

善&高效的快速信息通道%实现即时信息交换和情况沟通%政务

指令快速&精确传达%增强工作协同性和互动性*推进种业大数

据平台建设%提高种业信息分析与服务水平*

主要项目'

主要项目 实施主体 建设内容

农作物种业综

合信息网络平

台

种子管理机

构

!!

)

大功能模块'种子监管综合业务平

台&种子质量追溯系统&种业信息公众

服务平台&区域试验物联网平台应用系

统&信息采集管理系统*

%

个子系统'生产经营许可管理系

统&种子质量管理系统&市场监管与种

子执法管理系统&品种管理系统&种子

储备管理系统&种子进出口管理系统&

种业企业管理系统&商品种子质量追溯

系统&种子移动执法管理系统*

!!

实施进度'

!"#$

年%完善系统建设方案%考察软件开发商和终端设备

研发机构%做好论证&评估&询价和合作协议签署工作*开发种

子监管综合业务平台&农作物种子质量追溯系统%开发移动设备

运行软件 #

677

$%完善种业信息公众服务平台和信息采集指标

体系运行软件%采购不同类型移动终端设备*

!

(#

!



!"#*

年%通过试点运行%不断修改和完善运行软件%完善

系统硬件设备和终端设备%完成种子监管综合业务平台建设-完

成农作物种子质量追溯系统管理机构&种子经营门店和农民查询

环节建设-完成种业信息公众服务平台和信息采集指标体系建

设-开发区域试验物联网平台应用系统运行软件*

!"#(

年%试点运行区域试验物联网平台应用系统%不断修

改和完善运行软件%选择区域试验田试点安装田间采集设备%以

玉米品种试验作为试验对象运行应用系统-完成农作物种子质量

追溯系统生产经营企业环节建设*

!"#%

年%继续调试试验田试点安装田间采集设备%扩大试

验田和作物试点范围-完成全省种子执法人员配备移动执法管理

系统终端设备*

!"!"

年%完成区域试验物联网平台应用系统建设及
#"(

个

试验点田间采集设备安装调试工作*

#五$加强市场监管能力建设*强化种子执法队伍建设%加

强业务培训%充实执法人员%尽快建立一支廉洁公正&作风优

良&业务精通&素质过硬&装备精良的种子执法队伍*强化种子

执法手段建设%加大投入%健全质量检测体系%配齐执法装备%

提升技术支持水平%增强种子识假打假能力*加大品种权保护力

度%严厉打击套牌侵权&制售假劣行为*扩建省级质检中心%新

建
#"

个市级质检分中心和
*-

个县级质检中心 #站$%配备检测

仪器设施设备和必要的执法装备*

!

%#

!



主要项目'

主要项目 实施主体 建设内容

扩建省级质检

中心%建设
#"

个市级质检分

中心&

*-

个县

级 质 检 中 心

#站$

种子管理机

构

!!

#'

扩建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验

站%改造实验室%补充品种真实性及转

基因检测设备%改善田间鉴定设施*

!'

建设市级农作物种子质量检测分

中心
#"

个%改造实验室%购置补充检测

仪器设备&执法车辆及装备%改善田间

鉴定设施*

-'

建设县级农作物种子质量检测中

心 #站$

*-

个%改造实验室%购置补充

检测仪器设备&执法车辆及装备*

!!

实施进度'

批次 完成时间 市级质检分中心 县级质检中心 #站$

第一批
!"#$&!"#*

年

济 南&滨 州&

菏 泽&烟 台&

淄博

历城&章丘&即墨&平度&莱西&

桓台&高青&莱阳&莱州&海阳&

青州&诸城&寿光&兖州&鱼台&

汶上&文登&肥城&兰陵&沂南&

陵城&宁津&齐河&夏津&东昌

府&莘县&东阿&惠民&无棣&博

兴&邹平&单县&郓城&东明

第二批
!"#(&!"!"

年

枣 庄&东 营&

威 海&日 照&

莱芜

长清&平阴&商河&胶州&滕州&

栖霞&招远&安丘&高密&昌邑&

寒亭&微山&嘉祥&梁山&邹城&

曲阜&岱岳&宁阳&东平&荣城&

莒南&临沭&郯城&武城&临邑&

平原&乐陵&禹城&茌平&阳谷&

冠县&高唐&临清&阳信&牡丹&

曹县&成武&鄄城&定陶

!

"!

!



!!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部门协调推进机制%充分发挥农

业&发展改革&科技&财政等有关部门的职能作用*各有关部门

要各司其职%密切协作%形成工作合力%加强工作落实督导%及

时研究解决方案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确保 (山东省农作物种

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实施方案 #

!"#$&!"!"

年$)的顺利实施*

#二$加大支持力度*统筹利用相关支农资金和种业发展基

金%启动实施山东省农作物种业提升工程%推动我省由种业大省

向种业强省转变*省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重

点实验室等技术创新平台建设%要优先向符合条件的种业企业倾

斜*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认定要加大对种业企业的支

持%适当降低门槛%向创新型种业企业倾斜*尽快落实省内主要

粮食作物制种保险政策*支持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为不同发

展阶段的种业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融资支持*实施新品种后补助

制度%对未经各级财政支持&自主研发并通过本省审定的农作物

新品种给予后补助奖励*对开展企业参与度低的谷子&甘薯&高

粱等作物育种的优势科研教学单位继续给予支持*建立省级救灾

备荒种子储备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实际需要%积极探索建

立储备制度%确保生产用种安全*

#三$健全管理体系*健全完善各级种子管理机构%进一步

强化种子管理职能%提高管理手段%稳定管理队伍%保障工作经

费%加强人员培训%增强依法行政和公共服务能力*发挥种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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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会的协调&服务&维权&自律作用%推进企业间&行业间的

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开展种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打造种业知名

品牌*

#四$完善政策法规*进一步配套完善政策法规%构建统一

开放&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积极推进种业地方立法%推动出台

山东省种子管理条例以及蔬菜种苗生产经营管理办法等%研究制

定种子生产&加工&流通全过程的标准体系%促进种子产业法制

化&规范化发展*推行种子质量认证%引导企业建立种子可追溯

信息系统%规范种子营销行为*

#五$加强人才培养*支持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

定向培养种业人才%促进种业创新人才双向流动*支持企业建立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工作站%鼓励扶持企业引进国外高层次

人才和领军人物*在高效生态农业现代种业领域实施泰山产业领

军人才工程*对种业企业科研&生产&检验&营销&管理等人员

进行定期培训%加强制种农民技术培训%培养制种能手和制种大

户*完善人才激励与流动机制%落实国家相关政策%积极推进事

业单位种业骨干科技人员采取兼职&挂职&参与项目合作等方式

到种业企业开展研发和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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