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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庭州，又是一季夏粮丰收、瓜果飘香。在这美好
时节，2023中国新疆（昌吉）种子展示交易会（以下简称：
种交会）暨种业发展论坛圆满落幕。

昌吉，又一次见证新疆种业发展的高光时刻。
本届种交会以“科技赋能兴种业 合作共享开新局”

为主题，包含了种子产品展示交易、种业发展论坛、种子
品种现场观摩等多个主题活动，不仅有新疆种业界最前
沿的展望和布局，还展示出全疆种业发展成果。

这是一次引领种子行业发展的盛会。中国工程院院
士万建民、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刘信、中国
种子协会副会长邓光联作主旨演讲，来自全国的520家种
子及相关企业悉数亮相，竞相展示企业新成果、新担当。

这是一次凝聚共识的盛会，举办7场主题论坛、1次
圆桌会议，19名知名专家学者出席，上千名业界人士参
会，在理论创新、科技展示、合作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丰硕
成果。

回望历史，续写未来。这个集种业前沿研究、成果展
示、交流分享等于一体的盛会，为昌吉种业人提供了宝贵
的智慧财富，更激发出澎湃动力。

凝聚合作动能——
28个项目现场签约，合作交流趋于频繁

8月6日，骄阳似火。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内的新疆农业博览园装点一新，现代种业、农业化
肥、农业机械等方面的新技术、新产品集中“路演”，与新
疆种业发展的脉搏“同频共振”。

在种交会开幕的热烈气氛中，28项合作协议达成，
涉及金额10亿元。项目涵盖科企、院企科技合作，制种
基地建设等领域，将为新疆种业产业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种业振兴的土壤更加肥沃，种业企业也加快了“走出
去”的步伐。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种
业领军企业，种子出口业务遍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该
公司总裁张琴说：“我们分别与昌吉市和霍城县签订了制
种基地建设框架协议，其中，在昌吉市拟投建玉米种子加
工项目，将中国种子挺进中亚市场。”

“我们与新疆种子协会签订了院企合作协议，将为新
疆种子企业提供转基因、品种真实性等项目检测，为新疆
种企做好服务并提供人才支撑，护航新疆种子产业高质
量发展。”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生物科技分院院长王新
燕说。

种业的振兴，既有科研人员的努力，也离不开种业企
业的参与。新疆天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浙江省农业科
学院签订了瓜菜和豆类科企合作。该公司党总支书记吴
洪涛对此次合作充满期许：“科企合作模式创新，促进育
种人才、新技术和种质的双向流动，是加快现代种业体系
建设的重要举措，也将填补南疆瓜菜和豆类制种空白。”

“种交会已成功举办8届，取得了丰硕成果，本届种
交会更是亮点纷呈。”昌吉州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毛永强说，参会展商人数为历年最多，500 多家企业
70%来自疆外，新疆龙头种子企业全部到会参展。除了
种子产品展示交易外，种交会还安排了先进农机展示，实
验示范种业基地展示等，尽展农业“芯”魅力。40多家企
业、政府单位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单位充分发挥自身
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在更高层次、更深领域加强合
作，为新疆种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石。

直击市场需求——
500多家企业参会，视野伸向制种田间

种交会首日，新疆农业博览园展厅，一穗穗金灿灿、
颗粒饱满的玉米摆满了华夏农业有限公司的展台，吸引
了不少嘉宾。

“我们带了 16 个玉米、甜菜种子参会，其中，‘科沃
9381’‘科沃846’等玉米品种关注度最高。”该公司副总
经理马磊笑着说，“每届种交会我们都参加，不仅在这里
收获一批订单，结识了合作至今的老客户，还了解到最新
玉米行情。”

酒泉市金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陈涛也是种
交会的常客，他在数平方米大小的展位上摆放着金灿灿
的南瓜，极具观赏性。“我们公司培育的金田4号贝贝南
瓜和金优香栗在新疆累计推广面积上万亩，种交会助力
企业链接全国市场。”

良种展示不局限于展厅，还拓展到广袤田野上。一
粒粒小种子，迎来一双双热切关注的眼眸。

在位于昌吉市榆树沟镇勇进村的新疆华西种业有限
公司科研基地，一片绿油油的玉米地里，玉米秆上结出沉
甸甸的玉米穗，植保无人机在上空来回盘旋，均匀地喷洒
雾状药液。

“太震撼了！”福州金苗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建清
站在田垄旁感慨地说：“昌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促进了
制种产业的规模发展，这是地处丘陵地带的福州无法比
拟的。我们有意向在昌吉建立种子生产加工基地，以亲
本种子的繁育催生种子加工，确保种子生产的安全性和
可持续性。”

走进昌吉市佃坝镇二畦村的新疆联创豇豆制种基
地，映入眼帘的是一根根细长而饱满的嫩绿色豇豆，犹如
风铃随风而荡，碰撞间似乎敲响了蔬菜丰收的乐章。

不同于传统架杆，这里的豇豆枝蔓用“网”来固定，引
起众多参观者关注。“别小看这个‘网’，较从前使用的木
杆支架，网式支架通风好，防倒伏，每亩地制种成本500
元，比从前减少了一半，亩产也从150公斤增加到了200
公斤。”新疆联创种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康晓刚说。

种交会首日会程结束，新疆创锦种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顾毅深有感触：“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此次种交会会程
紧凑高效，流程规范合理，形式丰富多彩，看得出当地政
府对昌吉种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力度。对参会企业
来说，实现了科技信息和市场资源双向输入，收获颇丰。”

引领行业发展——
7场主题论坛，洞见种业发展风向

8月7日，进入九圣禾种业产业园会议中心，7名专
家学者围绕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棉花、小麦、特
色林果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及生物育种时代展望国内外发
展现状、未来发展趋势作主题报告。

种业发展论坛是种交会的重要环节，以“推动新疆种
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重点探讨新疆种业如何破难题、
补短板、强优势。

主讲嘉宾有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
国家玉米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李新海，新疆农业科学院
副院长、研究员何中虎等业界耳熟能详的种业权威专家。

论坛现场，看到最多的神情是专注，听到最多的声音
是“解渴”。

“论坛为企业搭建了与科研院校交流合作的平台，提
供了向种业头部企业学习的机会，为未来的九圣禾种业
创新发展提供了方向。我们将充分吸收今天所学，在全
国建立小麦、玉米、棉花、瓜菜研究体系，进一步提高科研
创新能力、成果转换能力及产业服务能力，助力昌吉现代
种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范
玲燕说。

突破性的前沿技术、最新的研究方向、独到的意见和
建议，专家学者的深度研讨关乎新疆种业发展的未来走
向。

新疆农科院副院长余庆辉认为，新疆种业振兴要抓
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他说，种子行业业务体量很
小，但是战略意义很重大。如果不创新，很难培育出高质
量的品种或者突破性的品种。新疆农科院与九圣禾、华
西等昌吉种业都有合作，科研院校要把最好的技术和资
源带到企业中去，这才能让种业创新的步伐迈得更快更
稳。

“我州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聚焦打造‘西部种业之
都’，加强成果转化运用，将论坛打造为种业创新发展、常
态化展示平台，让更多的实践创新转化为理论创新、制度
创新，让昌吉经验成为全疆乃至全国种业高质量发展的
共同财富。”昌吉州党委副秘书长、农办主任、农业农村
局党组书记、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王相表示。

大会大幕垂落，逐梦征程开启。带着大会取得的共
识和成果，昌吉种业人“芯”向未来，以梦为马、逐梦前行，
继续在深化改革中谋发展，在自主创新上求突破，在携手
共建“西部种业之都”的大道上奋力奔跑。

8月6日，2023中国新疆（昌吉）种子展示交易会暨种
业发展论坛展示交易区，客商在询问种子相关情况。

本报记者 何龙 摄

8月6日，2023中国新疆（昌吉）种子展示交易会暨种
业发展论坛展示交易区，客商在了解种业发展情况。

本报记者 何龙 摄

8月6日，2023中国新疆（昌吉）种子展示交易会暨种
业发展论坛展示交易区，客商在洽谈。

本报记者 何龙 摄

做强农业“芯”未来更可期
——写在2023中国新疆（昌吉）种子展示交易会暨种业发展论坛圆满落幕之际

本报记者 王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