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种为“芯” 良种育好油

三产融合 价值多元化

科技助力 良机添动力

走进海宁市林源油菜籽专业合作社的油菜制

（繁）种基地，记者看到一片片绿油油的油菜田整齐

划一，长势喜人。“全省七成以上商品油菜种子产自

海宁，亩产量多次创下‘浙江农业之最’纪录。”合作

社负责人金国飞告诉记者，该合作社是海宁市油菜

种植面积最大的主体，去年投资1300多万元，建成省

级良种繁育基地，制（繁）种面积2800亩，主推品种达

9个，包含“浙油51”“浙油50”等6个常规品种和“浙

油杂59”“越优577”等3个杂交品种，生产了35万公

斤常规油菜种子和7.5万公斤杂交油菜种子。

“这里个个都是优质高产品种。”金国飞指着一

片油菜地对记者介绍起来，“这是‘浙油51’，是省农

科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和浙江勿忘农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选育出的甘蓝型半冬性常规油菜品

种，具有高产、出油高、品质优的特点，曾创下我省

直播油菜产量之最，是我省油菜主导品种之一。更

远一点那一片种的是‘浙油163’，它的优点是生育

期短，可以最大限度地不耽误早稻的播种……”

我省油菜育种工作起步早，进展显著，主要有

几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起始的

系统选育，主要是提升油菜的单产和适应性；第二阶

段是20世纪末实现的品质‘双低’化，代表性品种“浙

双72”，曾获得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第三阶段是

2000年至2015年实现的高油育种和机械化，一些代

表品种是高油品种“浙油50”“浙大619”等；第四阶段

是2015年至今，杂交油菜品种选育取得显著进展，进

入了常规油菜品种选育与杂交油菜品种选育并驾齐

驱阶段，一系列高产多抗优质的杂交品种诞生，包括

产生了国家油菜主导品种“浙杂903”等，同时继续保

持我省常规油菜品种选育的优势，培育出“浙油505”

“浙大630”等优秀常规品种。

油菜增产，良种为先。记者从省种子管理站了

解到，我省正不断推进油菜品种选育和推广工作，

目前全省推广种植的油菜约九成以上为本省自育

品种。“接下来，省油菜育繁推种业创新平台将继续

加快培育具有浙江辨识度的标志性品种，力争在

2026年前培育绿色抗病、早熟、耐迟播、高产、高油、

抗逆优质‘双低’油菜新品种6个，5年内累计推广

种植新品种油菜100万亩以上。”省种子管理站工作

人员说。

油菜不仅要种得好，更要能产出优质好油。

我省有很多菜籽油加工企业，浙江新市油脂股份

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作为浙江老字号企业，

该公司一直致力于食用植物油的生产和销售，是

国内油菜籽加工 10 强之一，其生产的如意牌双

低菜籽油连续7年获得浙江农博会金奖，创造了

极大的经济价值。

除了生产菜籽油，当前我省油菜产业链条正

逐步延伸，功能也趋于多元化。

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3月，在金华市金

东区岭下镇“八仙积道”共富带，数百亩油菜花在

扮靓乡村的同时，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增收，油菜

花海已成为“八仙积道”共富带上乡村游的精品线

路。金东区岭下镇釜章村党支部副书记章永旗介

绍：“油菜花开的时候，每天能吸引几百上千人来

观赏、拍照。设置乡村游精品路线后，全村变美

了，也带动了村上民宿、餐饮等行业的发展，还促

进了村民就业，整个村的经济都被带动了。”

油菜花苔小零食、油菜花面膜、油菜花蜂

蜜……在湖州画境田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记者

看到了各式各样的油菜衍生品。该公司总经理

肖芬芬介绍，通过深度挖掘油菜的油用、花用、菜

用、肥用、蜜用、药用等多种功能，该公司已研发

出功能型菜籽油、蔬菜用菜薹、油菜花蜂蜜、油菜

花化妆品、旅游文创产品等五大主导产品品类。

“公司依托1314亩的梅岭漫谷基地，以种植高油

酸和高油高产品种油菜为主，以迎春系列长花期

品种为辅，打造了油菜产业‘三区两带一路’，即

千亩油菜种植示范区、油菜一二三产业融合示范

先导区、油菜新品种种植实验示范区，以及油菜

产销一体化示范带、油菜产学研用一体化展示带

和油菜休闲观光农业产业路。”

据肖芬芬介绍，通过三产融合，他们基地的

油菜亩产值得到了极大提升。“我们一亩油菜可

产出300公斤优质油菜薹、95公斤优质菜籽油、

115公斤菜籽饼、5—10公斤花粉花蜜，加上衍生

出的化妆品、文旅方面的收入，每亩总效益可达

19250元。”肖芬芬信心十足地表示：“我们还将开

发更多的油菜周边产品，相信明年的效益会更

好！”

当前，正是油菜籽产量和品质形成的关键时

期。连日来，全省各地正抢抓油菜田间管理关

键期，及时了解油菜长势和病虫害防治情况，利

用植保无人机等设备，在各田间地头开展油菜

病虫害防治作业，全力保障油菜稳产达产、农户

增收。

在金华市花园小妹棉粮油专业合作社，连片

的油菜长势喜人，颗粒饱满。“前段时间我们刚进

行了植保无人机打药，以前一人一天只能打五六

亩，现在一小时可以打七八十亩，对我们帮助实

在太大了！”合作社负责人罗融告诉记者，他们合

作社一共3人，要管理500亩油菜地，多亏用上了

机械化设施，种植效率大大提高。“去年10月移

栽的时候还用了移栽机，以前移栽一亩地需要好

几个人花上半天时间，现在2个人2小时就能完

成了！”

在开化县音坑乡底本村，正查看油菜长势

的穗丰农资公司经理郑素华也是一脸喜悦，他

告诉记者，2023 年是他们种植油菜的第一年，

“我们采用的是植保无人机播种，150 亩地一天

就播种完成了，之后还用了植保无人机喷洒农

药，大大提高了效率，油菜地里各种病虫、杂草

得到更加高效、精准、安全的防治。”郑素华介

绍，等到油菜收割时，他们还会用到窄履带低碾

压联合收割机等设备。“有了这些机械设备，种

植油菜真是很方便，最关键的是效率高、一点不

耽误农时。”

记者从省畜牧农机发展中心了解到，2023年

我省预估油菜综合机械化率为69.09%，其中机耕

92.78%，机种46.32%，机收6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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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顶流” 吸睛又吸金
油菜花变身“致富花”,好风景带来好“钱景”

□本报记者 周文佳/文 叶敏/摄

黄萼裳裳绿叶稠，千村欣卜榨新油。春日的油菜是大田

作物里的“顶流”，开花能观赏、结籽可榨油、叶子能做菜、花

粉可制蜜、绿肥还能养土……

我省是长江中下游重要的油菜生产省，油菜是我省第一

大油料作物。近年来，我省油菜种植呈现积极态势，全省油

菜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从2018年的157.3万亩、23.3万吨

提高到2023年的206.9万亩、29.43万吨。

眼下，油菜地里满眼的“金黄”刚刚褪去，饱满的油菜荚

正展示新一年的好“丰”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