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杭举行的第四届全国

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大会暨

国家水稻育种联合攻关推进会上，

共评出15个粳稻金奖和15个籼

稻金奖品种。浙江可得丰种业有

限公司选送的“嘉禾香1号”、浙江

勿忘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选送的

“浙禾香2号”拿到了粳稻金奖。

令人惊奇的是，“嘉禾香1号”和

“浙禾香2号”分别由嘉兴市农科

院的黄海祥研究员和姚坚正高级

农艺师主持育成。早在2018年，

同样由嘉兴市农科院选育的“嘉丰

优2号”获得首届全国优质稻品种

食味品质鉴评籼稻金奖，是当时我

省唯一获奖的品种。

这是国内“粮食圈”最具权威

度和公信力的官方稻米品鉴活

动，能拿到金奖的品种，可谓中国

水稻界的“顶级”。在全国15个

粳稻金奖里，嘉兴市农科院选育

的品种能拿到两个席位殊为不

易，而“嘉禾香1号”更是连续两

届获此殊荣。据介绍，自2018年

以来，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

鉴评活动已举办四届（2021、2022

两年因疫情停办），我省共有5个

品种斩获7次全国金奖，其中，嘉

兴市农科院选育的3个品种斩获

4次全国金奖，可见嘉兴市水稻育

种水平走在全国前列。这背后又

有怎样的奥秘？

创新之“稻”：1%的成功

“一万多份材料里，能培育出来一两个品种，已经相当

不容易了。”谈及此次获奖，黄海祥和姚坚不约而同地回答：

“也许是运气比较好吧。”

近日，在嘉兴市农科院13号楼最西面的两间种子储藏

室里，蹲坐在小板凳上的黄海祥被包围在经整理编号录入

电脑系统的育种材料收纳框之间。而在二楼上的姚坚，办

公桌上也铺满了分类登记好的本季水稻原种。

这些都是嘉兴市农科院南繁团队历时五个多月，在海

南省陵水县培育的育种材料，约1.3万份，于5月10日运抵

嘉兴。当天正好是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大赛角逐

的时间。整个农科院都沉浸在清点材料里，根本腾不出时

间去领奖。

“同一个育种材料要分三份，一份用于大田播种，一份

用于稻瘟病接种，还有一份用作备份，观察外观米质和类

型。”黄海祥看了一眼电脑屏幕：“还要制订出全年的试验计

划，6月初完成试验田播种，时间很紧张。”

在他们看来，水稻育种，时间是最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因

素。从杂交组合配种到品种审定至少需要经过6到8年，甚

至更长。每个世代的育种材料丰富多彩。无论多牛的技术

创新，都要到土地里寻找答案。

因为同一基因在不同水稻中的表现不一样，还要根据

自然界病虫害发生的变化，不断改进品种的抗病性，像大海

捞针一样。“浙禾香2号”的研究要追溯到2013年，“嘉禾香1

号”则缘起于更早的2004年。黄海祥在水稻粒型的育种上，

就经历过数十万次的试验鉴定；而姚坚在水稻品种香型的

配比上，更让他直呼：“闻到鼻子都没了知觉。”

即便面临99%的失败，1%的成功始终是他们的前驱动

力。

“今年突破不了，明年还要再努力，我们这一代突破不

了，下一代接力。”这是一条永远没有终点的事业道路，没有

时间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

丰收之“稻”：让种植户心动

一粒种子，折射着育种人对“农业芯片”的钻研与坚守，

也承载着一方百姓致富丰收的愿景。

“嘉禾香 1 号”在全国崭露头角前，曾在省内“小试牛

刀”，2020年、2021年连续两年获得“浙江好稻米”金奖。获

奖的是嘉兴田乐家庭农场负责人张菊珍种的水稻。“这个品

种‘出名’前，我已经从黄老师那里拿来种子试种了。”提起

“嘉禾香1号”，张菊珍头头是道：“高产稳产，谷粒细长，比

东北米还长，能达到7毫米以上，稻米有香味，真的是稻花

香。香味，是水稻的一个突变基因，它的稳定性比较弱。要

让稻米香味四溢，专家建议，用有机肥替代化肥，效果更好，

稻米香味更浓。”

这个品种的米，吃起来既有南方人爱的软糯口感，又有

北方人喜欢的韧性。在此之前，浙江还没有育出过能PK掉

东北大米的全国金奖粳米，而“嘉禾香1号”实现了。

“能育成一个好品种，农民喜欢种，还有一个好收成，心

里有一种满足感。”黄海祥说，去年“嘉禾香1号”在嘉兴的

平均亩产量达720多公斤，比主栽品种高5%以上。

在嘉善县西塘镇星建村，500亩的绿色高质高效水稻示

范方正在通过“新品种+新技术”的双重加持，为发展现代化

绿色高产高效农业探索新路。“我们从2018年开始试种‘浙

禾香2号’这个品种，当年水稻收获后，送到省里参赛，竟获

得了‘浙江好稻米’金奖。我们给这种稻米冠上了‘蛙蛙响’

牌软香粒大米品牌，大米价格 6—8 元/公斤、绿色稻米 15

元/公斤，年销售量在300吨左右。”西塘农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志康说：“这个示范方结合绿色可持续的种植

理念，在原来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我们力争把杭嘉湖鱼米之

乡的传统大米产品打造成超过东北大米的好稻米。”

振兴之“稻”：为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仓廪实，天下安。我国的水稻种植区域从南到北跨越

了30多个纬度，除了青海省，全国各地都有水稻种植。

2022年，浙江省粮食总产量为621万吨，其中嘉兴的粮

食产量达98.19万吨，占全省的15.8%。也就是说，嘉兴以全

省约十分之一的耕地贡献了近六分之一的粮食，粮食播种

面积和产量连续17年位居全省首位。

为发挥好水稻种业领先优势，嘉兴市大力实施种业振

兴行动，完善种业高质量发展体系，推进商业化育种，建立

起一批产业化联合体，加快打造种业强市。

“2017 年，嘉兴市农科院和‘可得丰’公司开展合作育

种。这几年，合作育出的一批水稻良种，无论是产量，还是米

质，在稻米市场上表现抢眼，如‘嘉丰优2号’‘嘉丰优3号’

‘嘉丰优911’‘嘉禾香1号’等。”浙江可得丰种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曹小平介绍，这次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初

赛中，“可得丰”公司选送的就有“嘉禾香1号”“嘉丰优911”

“嘉丰优3号”三个品种入围，后两个品种都是刚刚审定的

新品种，也是首次参赛。

科企合作、联合攻关，加速育种创新进程。首次获奖的

“嘉丰优2号”是嘉兴市农科院与浙江可得丰种业有限公司

共同选育的成果。“可得丰”公司负责人说：“‘嘉丰优2号’

品种的大米米质好，外观纤长、饱满，透明度高，蒸煮后米香

宜人，咀嚼时回弹度高，慢慢散发出清甜的回味，适合大部

分人口味。这几年，在省内外各地的优质米评比中，捷报频

传。”“嘉丰优2号”在2018年获首届全国优质籼稻十大金奖

品种后，在浙江水稻新品种大会上被选为十大“人气品种”，

被评为浙江“最好吃稻米”；同时，也是农业农村部认定的超

级稻中唯一一个获金奖的品种，金奖品种中唯一一个亩产

超吨的品种。

“浙江是用种小省、供种大省，我们的生产和销售都在

省外铺开，是实实在在的‘地瓜经济’。”曹小平介绍，企业总

部在磐安县，但生产遍布上海、江西、福建，品种种植范围从

河南一路延伸至海南。多年来，通过承接嘉兴市农科院的

试验项目、引入优质品种、联系行业专家，浙江可得丰种业

有限公司已在省内的磐安、嘉善等6个县（市、区）建立5000

亩制繁种及试验核心基地，同时在省外建有制繁种生产基

地6000多亩，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加速良种繁育，带动现代

种业全面发展。

嘉兴市农科院和浙江大禾种业公司、浙江勿忘农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育—繁—推”合作协议，加速新品种

的选育与推广运用。2021年“浙禾香2号”通过上海市主要

农作物品种审定，2022年又由浙江勿忘农种业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通过浙江省引种认定，当年全省种植面积超过8万

亩，预计今年这一品种的种植面积将进一步扩大；在江苏的

中粮米业（盐城）有限公司正以嘉兴为阵地，逐步向长三角

区域推广“嘉禾香1号”“秀水121”等以中粮“皇家粮仓”冠

名的“嘉兴大米”……

一粒种子可以成就一个产业，一粒种子可以富裕一方

百姓，一粒种子更可以改变一个世界。前进路上，嘉兴瞄准

品种选育、良种推广等环节持续发力，加快推进种业振兴，

努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让“浙北粮仓”更加

殷实富足，为中国粮食安全不断贡献嘉兴力量，真正让“好

种子”长出“好日子”。 顾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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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丰优2号”“浙禾香2号”“嘉禾香1号”3个品种斩获4次全国金奖

嘉兴水稻研究缘何屡获全国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