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

2019—2021 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

奖获奖情况的通报》，公布了获奖情

况。其中，由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

站牵头的“浙江省产学研推一体化团

队全域推进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养

殖行动创新与实践”项目，荣获农业

技术推广合作奖（等同于农业技术推

广成果奖一等奖）。

“十三五”以来，我省在国内首创

组建产学研推一体的省级水产动物

营养与饲料科技服务团队，开展全省

域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养殖行动。

该团队聚焦“合作攻关+产业研发+

核心示范+辐射推广”全链服务机

制，围绕海水蟹、海水鱼、淡水肉食性

鱼类等品种开展饲料研发与产业化

应用，构建生态高效养殖技术13项，

累计推广海水蟹池塘 49.66 万亩，大

口黑鲈、乌鳢池塘21.37万亩，海水鱼

网箱27.6万只，配合饲料实现全覆盖

应用，海水蟹饲料实现“零”突破，减

少幼杂鱼直接投喂量 120.4 万吨，减

少氮排放 11.19 万吨、磷排放 1.57 万

吨，实现总经济效益46.51亿元，新增

收益5.41亿元。其间，共发表论文72

篇（其中SCI论文37篇），获得专利授

权14件，制（修）订省标11项，出版技

术书籍8本。

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养殖行动，

有力驱动我省水产养殖业转型升级

和绿色高质量发展，助力东海渔场修

复振兴，为全国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提

供了“浙江做法”“浙江经验”，综合效

益显著。

严华音

10月1日，宁海县三门湾现代农

业开发区与宁波市商贸集团签订工

厂化海水养殖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该项目利用宁海三门湾的自然

资源优势，打通海水养殖“从养成到

加工”的产业链通道，打造产学研一

体的大型养殖示范基地。项目占地

面积1832亩，投资规模超8亿元，建设

工厂化标准养殖水体超 45 万立方

米。项目全面投产后，年产量可达到

1 万吨，将成为全国最大单体工厂化

对虾养殖基地。项目将进一步拓展

相关产业链，培育对虾产业化平台，

积极配套科研、种苗、加工、仓储、电

商等相关产业，建立规模化、标准化、

数字化现代化养殖示范基地，形成集

源头基地、市场批发、终端零售于一

体的产业链一体化商贸流通体系。

同时，依托对虾产业和市场，带动该

县其它农产品的推广和销售，为宁海

农产品走出去和带动共同富裕开创

新的局面。

方景霞 刘勇

全国最大单体工厂化
对虾养殖基地落户宁海

我省一水产科研项目
获全国大奖

□通讯员 刘鑫 沈伟军

本报记者 葛勇进

本报讯 近日，全国农技推广中心

公布了 2022 年度超级稻品种名单，共有

7 个品种被确认为 2022 年度超级稻品

种，其中，我省科研单位独立或合作选

育的 3 个水稻品种成功入围，分别是“中

浙优 H7”“嘉禾优 5 号”和“嘉优中科

13-1”。截至目前，我省共有 23 个水稻

品种被农业农村部确认为超级稻品种，

在全国 133 个超级稻品种中占 17.3%，数

量居全国首位。

超级稻，是指在品种抗性和米质与

对照品种（组合）相仿的基础上，产量有

大幅度提高的水稻新品种（组合），即超

高产水稻，按照其产地和熟期，在产量、

品质和抗性等方面都有具体的指标要

求。1996 年，“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启

动，并于 2005 年开始实施“超级稻新品

种选育与示范推广”项目，首批确认了

“中浙优 1 号”等 5 个超级稻品种。此后

每年农业农村部都会认定一批当年度

的超级稻品种，但数量并不多。

省种子管理站相关负责人介绍，想

要获得超级稻称号，并非一蹴而就。从

培育杂交品种开始，到小范围试种，选

出最优稻株，再到大面积推广，通过百

亩方测试，综合性状达标的品种才能胜

出。

此次入选超级稻品种的“中浙优

H7”，由中国水稻研究所和浙江勿忘农

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选育成功，已通

过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以及长

江中下游地区审定，在长江中下游作一

季中稻种植。该品种具有适应性广、长

势清秀、抗倒性强、丰产性好、米质优等

优点。2021 年，建德市李家镇诸家村种

植的 123 亩“中浙优 H7”示范方实割测

产验收，平均亩产达 795.2 公斤，超过农

业农村部确定的亩产 780 公斤的超级稻

认定标准。

“嘉禾优 5 号”是中国水稻研究所、

嘉兴市农科院、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

学研究所和浙江勿忘农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合作选育成功的籼粳交偏籼型水

稻品种，已通过长江中下游和黄淮海地

区审定。作为“嘉禾优 5 号”研发团队的

领衔者，中科院院士钱前介绍，其团队

从 2015 年开始组配“嘉禾优 5 号”。这

个品种的最大特点是耐高温，今年极端

高温天气对长江中下游早熟晚稻生长

造成一定影响，但“嘉禾优 5

号”扛住了，目前长势良

好，丰收在望。这也是

该品种被广大农民看

好的原因之一。除

了耐高温，“嘉禾

优 5 号”还具有

熟期早、适应性

广、丰产性好的

特点。2021 年，

杭 州 市 临 安 区 太

阳镇沈家村种植的

108 亩“嘉禾优 5 号”，

平均亩产达 831.8 公斤。

此次入围的“嘉优中

科 13-1”，由嘉兴市农科院、中

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和

诸暨市越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选

育成功。这是一个早熟、高产、抗性好

的优质籼粳杂交稻新品种，于 2018 年通

过我省审定。该品种 6 月底播种，10 月

底即可收割，生育期短，产量高。2021

年 10 月，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永兴村种

植的“嘉优中科 13-1”百亩示范片实割

测产，在诸多不利气候条件影响下，亩

产仍达到超级稻标准。该品种还具有

株叶形态好、中抗稻瘟病、抗倒性突出，

米质好、食味佳等优点，米质达《食用稻

品种品质》二级米标准。目前，通过引

种扩区，“嘉优中科 13-1”已在浙江、安

徽、江西、湖北、江苏等省推广近 50 万

亩。

近年来，我省加快超级稻品种选育

和推广步伐，在 2022 浙江·长江下游水

稻新品种大会展示现场，专门开辟了超

级稻专区。“在超级稻展示区，展示的超

级稻全部由我省自主选育，共有杂交籼

稻、籼粳杂交稻等 14 个品种。这些超级

稻品种米质优、抗性强，代表了我国水

稻育种创新最高水平。如籼粳杂交稻

品种‘甬优 1540’作为其中的佼佼者，

2021 年全省种植面积达 130 余万亩，推

广 面 积 位 居 超 级 稻 品 种 首

位，今年首次被列入农

业农村部水稻主导品

种名录。”省种子管

理站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

超 级 稻 品

种的推广不仅

推动了我省水

稻亩产上台阶，

促 进 了 粮 食 生

产，增加了农民种

植 效 益 ，而 且 为“ 端

稳中国饭碗”发挥了重

要作用。据测算，超级稻

品种比非超级稻亩均增产 72

公斤，亩均增收 200 元左右。2021 年全

省推广超级稻 418.1 万亩，占水稻播种

面积的 41.97%。据此测算，去年全省通

过种植超级稻增收粮食 30 多万吨，有效

保障了我省粮食安全。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超级稻是水

稻“芯片”中的佼佼者，为稳粮增收打下

了扎实基础。“今后，超级稻发展要更加

注重均衡增产，促进口粮安全；更加注

重效益提升，促进农民增收；更加注重

品质优化，促进结构调整；更加注重转

变方式，促进资源节约；更加注重绿色

发展，促进环境友好。”省种子管理站相

关负责人表示，我省将进一步加快超级

稻品种的推广，要让农民增收，让老百

姓吃好，为落实“藏粮于技”战略，推动

种业振兴，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供科技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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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链 接

2005年，中浙优1号；

2010年，中嘉早17；

2011年，甬优12；

2012 年，中早 35、天优华占（国审

稻2008020）；

2013 年，中早 39、天优华占（鄂审

稻 2011006）、中 9 优 8012、甬 优

15；

2014年，内5优8015；

2015 年，甬优 538、春优 84、浙优

18；

2017年，甬优2640；

2018年，甬优1540；

2019年，华浙优1号；

2020年，中组143、甬优7850、嘉丰

优2号、华浙优71；

2022 年，中浙优 H7、嘉禾优 5 号、

嘉优中科13-1。

我省历年被确认的超级稻品种

我省超级稻品种数量居全国首位
“中浙优H7”“嘉禾优5号”“嘉优中科13-1”今年入围，累计已有23个超级稻品种

20222022浙江浙江··长江下游水稻新品种大会期间长江下游水稻新品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在参观展示的超级稻品种与会代表在参观展示的超级稻品种。。

嘉优中科嘉优中科1313--11

嘉禾优嘉禾优55号号

中浙优中浙优HH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