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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种能不能被市场
接受？这时，商业化育种
体系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了。选育出来的品种，在
全国 50多个试验基地进行
筛选，同时邀请各地经销
商、农户前来观摩，实现产
销精准对接。

通 过 产 学 研 协 同 攻
关，一批优质高抗性青梗

菜新品种相继问世。其
中，既有“金品 1 夏”“金品
552”这 样 的 耐 热 耐 湿 品
种，也有“金品 558”“金品
冬 春 ”这 样 的 冬 春 季 品
种。金品公司还根据消费
需求，创新选育薹用青梗
菜品种“青苔 1 号”、鸡毛
菜专用品种“金品 008”。
2020年，由福建农林大学、

金品公司等单位共同完成
的科研项目“耐热小白菜
新品种选育及产业化关键
技术研究与应用”获福建
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质量、产量都与进口
品种相当，价格只有日本同
类产品的三分之一，一年种
7茬没有问题。”早在七八年
前，刘文辉便与金品公司建

立了深度合作关系。每年，
都有一批新品种在他的基
地开展试验示范。如今，福
宇合作社的青梗菜用种已
全部实现国产替代。同时，
福建品种开始走向全国。
在青梗菜主产区云南省，金
品公司选育的“金品矮脚”
已成为当地主栽品种，全域
推广面积数十万亩。

菜篮子里的福建“芯”
通过产学研协同攻关，我省青梗菜包括小白菜、上海青等育种取得重大突破，

实现了进口替代，种源质量好价格便宜，已走向全国
“让菜篮子装满中国菜。”你知道吗？我们平常吃的小白菜、上海青、花瓶菜等青梗菜的种子已实现了进

口替代。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节刚过，闽侯县菜农就抢抓农时，在南通镇瓜山村的百亩基地里忙播种。他们
使用的“金品558”种子，是福建自主选育的青梗菜品种，目前已成为青梗菜冬春用种的“当家花旦”。

青梗菜是我国深受消费者喜爱的一种绿叶蔬菜，全国每年种植面积超千万亩。在福州，有“三日不见
青，两眼冒金星”之说。这里的“青”，指的就是青梗菜这样的绿叶菜。

过去，优质的青梗菜杂交种子多依赖进口。近年来，福建青梗菜育种取得重大突破，能自主选育优良
品种。福建企业年繁育青梗菜杂交种子50多万公斤，可满足全国不同生态区、不同栽培季节生产用种，
市场占有率约30%，近40个品种获得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农业农村部日前印发《国家育种联合攻关总体
方案》，提出重点支持64个重要特色物种联合攻关。其中，福建负责青梗菜、花椰菜攻关。这是继2018
年后，福建又一次牵头组织实施国家青梗菜育种联合攻关项目。

近日，记者走进田间，深入高校、科研院所、育种企业，探寻福建青梗菜种源国产化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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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卡脖子”仅仅是
第一步。眼下，福建种业
正进行着一场“精准革
命”。

刘文辉发现，国产耐
热型品种的出现，解决了
青梗菜夏季“无种可用”的
问题，但通常风味欠佳。
菜篮子不仅要装满菜，更
要装好菜。于是，他向育
种家们开出了新的需求清
单——推进品质育种。

事实上，随着青梗菜
产业发展，用种需求日益
多元化、个性化：推进机
械化生产，需要大力培育
宜机品种；为扩大销售半
径，适应远距离运输需
求，亟待培育耐储运品
种；植物工厂让穿着皮鞋
种地成为可能，培育适应
水培环境的专业化品种
正当其时……

有感于此，福建青梗
菜育种家们确立了新的育
种方向：引入现代分子育
种技术。

近日，英文期刊《园艺

研究》上线了福建农林大
学园艺学院教授吴双、钟
凤林团队的研究论文。该
研究揭示了青梗菜的耐热

“密码”——青梗菜品种耐
热与否，与其表面附着的
蜡质层有关。至于蜡质层
形成机理，则需要从基因
层面探寻答案。

“在新一轮攻关中，
福建将瞄准青梗菜品质
提升、抗病抗逆和区域特
色等方向，挖掘功能基
因，推进基因编辑、分子
标记育种等技术研发与
应用，推进传统育种与现
代 生 物 技 术 育 种 相 结
合。”赵杰樑说。

建设以市场和商业
化成果为导向、具有“标
准化、程序化、信息化、
规模化”特征的商业化
育种体系，是推动传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
级的有效手段。农业农
村部日前公布国家种业
阵型企业名单，福建共
有 13家入选。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一位留日归来的同乡在南通
建立了蔬菜基地，引进了一种
叫作“夏帝”的青梗菜品种。
从那以后，“秋淡”不淡了。

“夏帝”是日本东北种
苗株式会社培育出的一种
杂交品种。作为夏秋季主
栽品种，其最大优势是耐
热、耐湿。进入国内市场

后，“夏帝”迅速填补了青梗
菜种植空档。

以“夏帝”为起点，因商
品性、抗病性、丰产性表现
突出，国内青梗菜种植逐渐
以进口杂交种替代常规种。

进口品种好，但也带来
了新烦恼。“一斤‘夏帝’150
元，一亩用种成本要 200多
元。”刘文辉说，福建菜农一

般采收单株重 50~100克的
小棵菜。因此，用种量大，夏
秋季每亩用种750克，冬春季
500克。栽培一茬青梗菜，那
时每亩综合成本不到 1000
元，种子成本就占了两三成。

进口种子供应不稳定、
价格波动大。福建农林大
学园艺学院教授钟凤林长
期从事青梗菜育种研究，他

记得有一年，出口国种子减
产，国内种子零售价涨了一
倍。种源不可控，还伴随病
害风险，引发减产。

青梗菜虽原产于中国，
有1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但
国内青梗菜育种研究起步
晚，且选育出来的品种难与
进口品种抗衡，市场接受度
有限。

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
大，湖头村菜农开始到周
边开辟基地。10 年前，刘
文辉在邻村瓜山村发起成
立闽侯县福宇叶绿菜专业
合作社，基地面积上百亩，
其中八成种植青梗菜。

那时，“秋淡”问题一直
困扰着他。

“春淡”“秋淡”是蔬菜
行业普遍存在的结构性问
题——春秋季蔬菜产能不
足，市场供不应求。前者是
因为低温导致蔬菜生长缓
慢，后者则源于夏秋之交，
多高温暴雨天气，影响蔬菜
生长。

青梗菜“秋淡”尤其明

显。过去，菜农种的是常
规种，来源基本是对本地
农家种的选优汰劣、提纯
复壮。这些品种不耐热，
也不耐湿，遇到高温高湿
天气，易出现卷叶、拔节现
象。“一场暴雨过后，全军
覆没。”刘文辉说，与现在
周年种植不同，那时青梗

菜一年只能种四五茬，比
现在少两茬。夏秋季节也
只有少数高海拔地区具备
栽培条件。因此，每年 7—
9 月是福州青梗菜的空档
期，市面上叶菜少且贵。
青梗菜是福州菜市场的晴
雨表，青梗菜供应量少，菜
价就贵。

青梗菜“秋淡”已不淡，曾经的烦恼从何来

进口品种好，但供应不稳定种植成本高

保障“菜篮子”，离不开
种源自主可控。

为改变优质青梗菜杂

交品种受制于人的局面，福
州春晓种苗有限公司（福建
金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前身）从 2001 年起，在国
内企业中率先投身青梗菜
育种研发。福建农林大学

与福州市蔬菜科学研究所
等科研院校，也相继成立课
题组。

产学研1+1+1>3，福建品种替代进口走向全国

这是一场从“0”到“1”
的探索。

选育出能与“洋种子”
抗衡的耐热耐湿品种，是摆
在育种家面前的首要课
题。福建农林大学侧重于
生物机理基础研究，福州菜
科所与金品公司则专注于
应用研究，选育出“夏绿妃”

“金品 1夏”等新品种，实现
了“0的突破”。

但他们慢慢发现，各自
为政，创新效率不够高。“我
们有技术力量，但不知市场
需要什么，也不知市场在哪
里，育种成果难以大规模产
业化推广。”福州市菜科所
副研究员郑学立说，科研、

人才、资金、市场等资源各
自分散，产学研三方各有所
长，也各有短腿。

“我们推进高校、科研
机构与优质种企开展三方
合作，充分发挥科研院校的
育种技术力量和企业的成
果转化推广能力。”福建省
种子管理总站站长赵杰樑

说，意识到问题所在后，一
场从分散到聚合的产学研
协作，在福建青梗菜育种圈
中加速推进。

人才相互交流，育种材
料共享，市场信息互通，品
种权转化，委托开发，协同
攻关……产学研深度融合，
带来了“1+1+1>3”的效果。

从“0”到“1”实现“突破”

质量产量都与进口品种相当，价格只有进口的三分之一

锻造农业“芯”
打好“翻身仗”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
在这场国产“芯”与外来“芯”
的较量中，以福建为代表的

国内青梗菜育种家赢得了
主动权。实际上，在种业领
域，这样的较量由来已久。

“福建历来高度重视
种业创新工作。”赵杰樑
说，为打好“种业翻身仗”，
福建瞄准市场需求，优化
布局，汇聚资源力量，深化
产学研合作，加大种业原
始创新投入，近年来先后
修订颁布《福建省种子条
例》，出台《关于加快推进
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关于推进种业振
兴行动的若干措施》，省级
财政设立专项资金，持续
实施四轮种业创新与产业
化工程。

直面“卡脖子”难题，
福建有“种”！

育成的设施专用茄子
新品种，填补了我省无自
主育成设施专用茄子品种
空白；金针菇、真姬菇等食
用菌品种综合性状达到进
口同类品种水平，初步解
决此类品种依赖进口的问
题；选育出温带热带杂交
的闽双色系列甜玉米品
种，实现对进口品种替代
……一批批“福字号”品种
相继问世，一个个“卡脖
子”难题迎刃而解。

直面“卡脖子”，福建有“种”

福建种业“精准革命”，推进品质育种

在闽侯县福宇叶绿菜专业
合作社，我们见到了菜农刘文

辉。在他的老家闽侯县南通镇
泽洋村湖头自然村，几乎家家户

户种菜，规模有三四千亩，成福
州重要的“菜篮子”基地。“一半

耕地种粮，一半耕地种菜。”54
岁的刘文辉已从业20多年。

曾经每年7—9月，福州青梗菜上市少且贵

位于闽侯县南通镇的青梗菜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