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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匠心

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547家重点种业
企业报名参会，286 项成果将展出和发布，
833 个新品种将精彩亮相……昨日上午，
记者从第三十一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新
闻通气会上获悉，大会定于 10月 18日在通
州区开幕。

作为中国种业行业历史最久、最具规模
和影响力的活动之一，本届大会以“一粒良
种，万担好粮”为主题，在往届大会成功举办
基础上，更广泛凝聚各方资源，聚焦种业新
质生产力，旨在办成汇聚全国种业力量、促
进世界种业交流的盛会，助力引领种业科技
新方向、开拓种源出口新空间、打造种业经
济新引擎，全力打造“种业之都”，建设全国
种业创新发展高地。

本届大会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主办，通
州区人民政府、丰台区人民政府、平谷区人民

政府、延庆区人民政府、北京种业协会承办。
大会突出服务企业和国际元素，采取分

布式办会形式，设置“1+3”会场，举办“1+1+
6+N”系列主题活动。在会场设置方面，大
会设置通州区主会场，丰台区、平谷区、延庆
区分会场。在主题活动方面，大会将举办 1
个开幕式、1场国际种业论坛、6场专业论坛、
1个种业成果体验馆和N项专题活动。

在国际种业论坛，与会嘉宾将围绕“一
带一路”种业共同发展及当前育种前沿技
术，讨论优势种业企业走出去、国际合作交
流等业界热点问题。大会期间举办六大专
业论坛，在通州主会场举办第四届中国玉米
种子及产业链专业论坛、第二届水产种业专
业论坛、第二届农业微生物种业专业论坛。
为了突出区域种业创新特色，将在丰台分会
场举办第三十一届蔬菜种业论坛，在平谷分

会场举办第四届北京畜禽种业专业论坛，在
延庆分会场举办林果花草蜂种业论坛。

大会还举办种业成果交流体验、新品种田
间展示、种业园区和重点企业参观等丰富多彩
的外围系列活动。通州主会场将举办种业成
果交流体验和玉米新品种田间展示活动，种业
成果交流体验馆19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参观体
验，在于家务国际种业园区田间展示146个玉
米新品种；丰台分会场将举办蔬菜新品种田
间展示活动；平谷分会场将举办“农业中关
村”种业示范基地考察交流；延庆分会场将举
办林果花草蜂药种业孵化基地实地参观。

截至目前，大会共有 66 家国家和省级
（区域）种业协会、547家重点种业企业报名
参会，将为企业展出和发布 286项成果、833
个新品种。来自21个国家46位国际代表参
会，10 位国际嘉宾作报告，将安排 3 项国际

签约和系列商务洽谈，在上届大会开拓连接
南美和非洲市场的基础上，本届大会重点推
动与俄罗斯、中亚和东南亚种业协会和企业
的交流与合作，促进玉米、小麦、大豆、蔬菜
种子及畜禽业务率先走出国门。

大会筹备专班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大
会将进一步聚集种业突出创新成果，推动北
京现代种业发展，加快形成种业科技新质生
产力；通过“线下+线上”融合办会模式，引入
融媒体直播、网红推介等模式，展现北京“三
农”风貌，推介“京字牌”特色农产品，发掘种
业全产业链经济价值。

此外，大会也将展示北京种业发展风采
和重要政策，畅通招商引资沟通渠道，及时
获取引人才、引企业、促签约的意向线索。
现已完成征集29项招商引资线索，合作签约
项目15个以上。

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将于10月18日在通州开幕

我们为世界播撒希望的种子

种子住进量身定制“集体宿舍”

走进北京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农作
物育种加速器就藏在这里。

刚刚投入使用的玻璃温室加代室管理
极其严格，工作人员需要通过风淋系统洁净
后刷脸进入，以更好保护正在里面生长的植
物们。加代室里宽敞明亮，扑面而来的暖风
让人感觉舒适，这里并没有大片的土地，作
物们站在“种植盆里”，享受着舒适的环境，
种植盆中插着白色管线，“这是水肥一体化
的滴灌装置，可以让作物按需吃饱、喝够。”
工作人员介绍道。

农作物育种加速器包括 1400平方米室
内全人工光生长室和 9200平方米玻璃温室
加代室。在室内全人工光生长室内，从门口
的透明玻璃望去，植物们井井有条地住进了

“集体宿舍”。这里配备有高标准的环境控
制、种植系统、补光系统和智能数字化系统，
配备的补光灯是 5通道的可调控光源，能实
现作物全周期生长的动态光环境精准自主
调控。平台的建设能创造较大的社会价值，
为中国育种事业和科研单位提供“拎包入
住”式的高标准快速加代共性服务平台，帮
助研发单位开展快速的品种选育、改良，尤
其是生物性状（转基因）快速导入、种质材料
快速扩繁，是北京持续培育农作物种业新质
生产力的最新快速孵化器。

推开番茄培育室，上下两层的白色种植
架上，一盆盆绿色的番茄茎叶翠绿，绿色、红
色的果实已经挂上了枝头。“番茄现在已经
进入坐果期，出于育种需要我们只留两穗
果，目前生长状况良好。”工作人员许理文介
绍道，室内生长室采用全人工光，精准的智
能水肥控制，比传统育种方式快2至3倍，目
前可以满足番茄、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绿
豆、生菜等作物的育种，实现一年四代甚至
七代的繁育。

在玉米生长室里，玉米秆上挂满了饱满
的玉米穗，“目前我们培育的玉米已经完成
授粉，两周后就可以通过胚挽救的方式，进
入下一代了。”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
分子检测中心主任王凤格介绍，进入加速器
后，玉米从播种到取胚，整个生长季只需要
70天左右。按照一周年时间来计算的话，玉
米在加速器里一年可实现五代育种，如果不
通过加速器，在北方，玉米只能育一代，即使
到海南南繁，一年也只实现两代。

“我们就是建立了一个育种王国。”农作
物育种加速器技术负责人王宪龙解释道，目
前我国育种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仍相当落
后，这就需要科研人员加快速度，培育新品
种，赶追发达国家水平。所谓加速器，就是
为植物生长营造所需的环境条件，包括风、
温、光、水、氧气等，在于家务的加速器内都
可以进行调节。

“自然界有的，我们仿照，自然界没有
的，我们创造，在这里，植物可以充分地进行
光合作用。”王宪龙表示，在光节奏方面，以小
麦为例，目前我国最高的人工光光照实验每
天照射时间为22个小时，但在北方的冬天自
然条件下每天太阳光照射时间仅为8小时，22
小时就相当于要照射三天。在光质方面，太阳
光50%以上为红外光，这些红外光只是发热，
并不参与植物的光合作用。“在育种加速器
里，我们采用了固态照明Solid lighting，可以
精准地选取植物参与光合作用的光谱，提高
植物的生长速度和品质，实现高质量育种。”

目前，育种加速器已与中国农科院作物
所，北京农科院玉米所、蔬菜所、生物所开展
合作，在玉米、水稻、大豆、小麦、绿豆、小豆、
番茄、生菜等作物上开展快速加代育种试验。

明年下半年再添育种高科技平台

多年来，北京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致
力为入园单位和种业行业提供高质量的种
业创新研发和成果转化服务，运用育种前沿
技术，高标准搭建和运营共性技术服务平
台，在前期建立运营分子育种、基因编辑、转
基因技术服务平台，品种展示评价与生物育
种试验示范平台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服务能
级，提高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着力点，搭建作

物育种加速器，逆境表型鉴定服务平台和品
种测试大模型，加速种业科技成果商业化、
工程化和产业化服务。加速器和逆境表型
鉴定平台的建立，与高通量分子育种技术服
务相结合，将打造成为国内规模最大、通量
最高的作物快速育种服务体系，实现目标品
种快速选育和改良。

作物逆境表型鉴定共性技术服务平台
占地 10200平方米，打造抗旱、高光效、节水
肥、抗寒、耐热、耐盐碱、抗病等7种逆境表型
鉴定功能区，配备自动化遮阳系统、通风湿
帘系统、高压喷雾系统、补光系统、空气源温
控系统、水肥系统、数据采集系统、栽培系
统。引入人工智能等先进信息技术与生物
技术相结合，通过大数据模型算力，建立精
准可控的生态环境模拟，为育种决策和品种
测试提供精准的信息支持。为育种研发单
位就地提供逆境分子遗传改良、抗性品种选
育与改良、种质资源重要性状精准鉴定、品
种测试等共性的育种实践空间和服务。

据了解，作物逆境表型鉴定共性技术服
务平台预计明年下半年完工并投入使用。
目前，园区已与中国农科院作物所、中国农
业大学、腾讯社会价值、为村耕智等合作，正
在建设作物逆境表型鉴定平台与品种测试
大模型。通过建立精准、自主可控的环境模
拟、逆境模拟系统，配备高通量的表型数据

采集和分析平台，将AI（人工智能）与育种加
速器和逆境表型鉴定深度融合，构建有神经
性自主算力的品种测试模型，为育种和研发
单位提供抗性品种选育与改良、种质资源重
要性状精准鉴定等共性的育种实践空间和
服务，为品种抗性鉴定、品种测试提供高效
路径，为品种审定提供数据支撑和快速测试
的模拟场景。

副中心科技助力
北京“种业之都”建设

近年来，城市副中心持续助力北京打造
“种业之都”。目前，北京通州国际种业科技
园区拥有千亩新品种展示基地，3千亩生物
育种基地，3万亩育种展示基地，8.2万平方
米综合服务大楼，4万平方米会展中心，搭建
了完善的公共服务平台，70余家院所高校和
企业入驻，育成玉米、小麦、蔬菜等突破性优
势品种 100余个，同时出台了支持种业专项
政策，创新要素正在加速聚集，助力打造种
业创新高地。

借助即将召开的第三十一届中国北京种
业大会的东风，通州区将重点推进现代种业
产业强链补链，进一步聚集和丰富种业产业
关键生产要素，助力北京打造“种业之都”，为
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副中心力量。

来吧，一起探索小小种子的神奇魔法
北京城市副中心农作物育种加速器很了不起

本报记者 田兆玉

风、温、光、水、氧气等均可调节，比传统育种方式快2至3倍……第三十一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主会场设在通州区，通州
区发布板块包括“作物快速育种服务平台”等4项内容。日前，记者走进北京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提前探秘刚刚投入使用
的农作物育种加速器，感受科技育种的魅力。

本报讯（记者 王倚剑）见证京津冀大
美协同，身临通武廊且行且看。10 月 14
日至18日，通武廊三地将联合举办“畅行
中国·核心腹地看协同”“100小时直击通
武廊”全国主流媒体新闻在行动大型融
媒传播主题采访活动。三城联办、五天
采访、百时直播，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
媒体将共同踏上探索之旅，同话京津冀
协同故事。

本次活动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
联合会指导，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
主办，廊坊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廊坊广
播电视台、通州区融媒体中心、武清区融
媒体中心承办，各地城市广播电视播出机
构协办，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社等
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和各大新媒体平台支
持举办。这既是一场汇聚媒体智慧、展示
媒体力量的盛会，也是一次近距离追寻京
津冀协同发展路径和成果的探索之旅。

主题采访活动期间，将开展持续 100
个小时的融媒体实地直播采访，各参与媒
体将前往北京市通州区、天津市武清区、
河北省廊坊市进行现场探访。跟随记者
的脚步，“一桥飞架连京冀”的城市地标、
展示生态保护成果的秀水青山、传承国粹
的戏剧产业孵化基地、京津共鸣的产业新
城，都是路上不可错过的风景，从文旅融
合、产业升级、乡村蜕变等方面，高站位、
多视角、全体验、全场景、全时段立体展示
城市历史文化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硕果。

活动期间各参与媒体也将进行现场
采访连线，共话省旅发大会主题，各参与
媒体视频号、抖音、微博等平台账号同步
直播，聚百台于一地，隔千里同一心，全方
位记录活动盛况。采访成果将转化为音
频、短视频作品、图文报道，或直观生动，
或深度温情，多频次、多角度讲述京津冀
协同故事。

此次活动打破14年来一地一城主办模
式，变为协同发展腹地“通武廊”三地三城
联办，突出三地协同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独
特魅力，突出联动京津、协调发展，突出首
次首秀、跨域采访、出圈宣传，将通过全媒
体报道形式，全景式展现三地借助“通武
廊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多点突破、全面跃
升，多领域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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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北京·通州

第三十一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

北京通州运河半程马拉松11月10日起跑
现已启动报名

本报讯（记者 金耀飞）2024北京通州运河半程马拉松
赛事将于11月10日7:30起跑，赛事规模12000人，报名正式
启动，马拉松爱好者可以通过副中心官方体育公众号通通
来运动报名，报名截止到10月17日20:00。

2024北京通州运河半程马拉松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
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共
同主办，北京市通州区体育局、北京北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共同承办。

赛事规模为12000人，赛道全程21.0975公里，紧紧围绕
北运河城市段，贯穿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和运
河商务区，将大运河森林公园、漕运码头等城市地标及人文
景观相互串联。选手们奔跑其中既能欣赏到独树一帜的绿
野风光，又能感受到通州古今交融的历史沉淀。

具体路线为：紫运西路（起点）→云帆路→通怀路（折
返）→大运河森林公园西 1 门→公园巡河道右岸→武兴
路→云帆路→银枫秋实→公园巡河道左岸→大运河森林
公园东1门→紫运西路→运通桥→滨河中路（终点）。

报名工作已于10月10日16:00开始，截止到10月17日
20:00，报名费140元/人。组委会将以抽签的方式决定最终
的参赛名额，并于10月24日公布抽签结果。选手们可以在
赛事官网、“通通来运动”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进行报名和相
关信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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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彦宾长于河北的一个乡村中，
“小时候，村里不少农户都是种植结球
甘蓝（俗称包菜）。当时有位院士，研

究培育出不少结球甘蓝品种，让
大家都能种上优质的结球甘蓝，

我那时特别崇拜他。”
高考选专业时，他毫不犹

豫地选了设施农业科学与
工程。“我不觉得每天和泥

土打交道有什么不好和

辛苦，不下地倒觉得不踏实。”他说，也
许是家中排行老大的缘故让他更能吃
苦，能担负更多的责任。

2015年，从中国农业科学院毕业的
博士生苏彦宾加入了中农富通园艺有
限公司。他从技术员做起，先后经历了
主管、副经理、经理的从业过程。目前，
苏彦宾主要负责基地国内外家庭园艺
新奇特品种的引种、鉴定、育种、繁育及
种子种苗售卖、创意栽培、新设施、新设

备的引进及研发。他主持北京市优秀
人才项目1项，通州区科委项目4项，入
选通州区杰出青年科技工作者，参与北
京市农业景观休闲项目 2项，获得河北
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培育羽衣甘蓝
新品种两个，结球甘蓝新品种4个，第一
作者发表论文 20余篇（SCI 5篇），发明
专利两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

多年的坚持，终于让他成为了小时
候自己最崇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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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与苏彦宾约采访时的场面有些尴尬第一次与苏彦宾约采访时的场面有些尴尬，，他说这两天温他说这两天温
室里的幼苗正忙着浇水室里的幼苗正忙着浇水，，要等浇完水才有时间要等浇完水才有时间。。对于他这种看对于他这种看
似不通情理的回答似不通情理的回答，，公司的公关同事赶紧帮忙解释公司的公关同事赶紧帮忙解释，，他有点他有点““一一
根筋儿根筋儿””，，万事都没他的植物们重要万事都没他的植物们重要。。有时候大家也会提醒他有时候大家也会提醒他，，
既然是科研人员既然是科研人员，，搞好种子培育就行了搞好种子培育就行了，，种植这些事没必要样样种植这些事没必要样样

都亲力亲为都亲力亲为。。苏彦宾却说苏彦宾却说：：““交给别人交给别人，，我不放心我不放心，，每关都自每关都自
己把控己把控，，我心里才踏实我心里才踏实。。””

从事农业多年的他从事农业多年的他，，到公司两年后到公司两年后，，进入新成立的育种进入新成立的育种
研发部门研发部门，，成为一名科技含量满满的成为一名科技含量满满的““新农人新农人””。。作为巨作为巨

型南瓜的育种师型南瓜的育种师，，他带队创造了他带队创造了10001000
余份种质资源余份种质资源，，成功育种特色品种成功育种特色品种

200200 多份多份，，是副中心小是副中心小
有名气的有名气的““种子博士种子博士””。。

破纪录
巨型南瓜660斤

40岁的苏彦宾，身材清瘦，脸上刻着岁月的痕迹，双
眼透出坚毅的光芒。黑框眼镜架在鼻梁上，增添了几分
书卷气，悠闲衬衫+运动裤+运动鞋，看起来简单又舒服，

“这么穿干活不累，弯得下腰，蹲得下去。”苏彦宾说。
2015年，苏彦宾从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毕业，此后走

进副中心农企——中农富通工作。9年来，他累计引进及
创新国内外特色种质资源上千份。同事们感激他的贡
献，亲切地称他为“种子博士”。

今年，中农富通的巨型南瓜再破纪录。“直径超过1.3
米，重量有660斤，打破了往年的纪录，这也是我们苏博士
培育出来的。”中农富通科技园副总经理甄卞介绍道，公
司引入巨型南瓜品种已超过7年，随着种植技术的不断提
升，近3年来已经收获超过百斤的南瓜100余个。经过多
次革新改良，如今的南瓜抗腐败性更强，通过后期加工，
可以成为工艺品长期保存，商业价值不断提升。

培育出超过百斤的南瓜，种子是其中的关键。苏彦
宾介绍，巨型南瓜的种子是通过引进最先进的太空育种
方式进行培育，经过多年技术革新，可以让南瓜结得更
多，长得更大。巨型南瓜根据形状、颜色分为多个品种，
具有良好的收藏及观赏价值。

在南瓜种植的过程中，日常的照料也饱含学问。苏
彦宾介绍，为了保证南瓜的品相以及生长速度，首先要为
它建一座适合生长的“大房子”。巨型南瓜适合进行冷棚
种植，每个冷棚培育的密度不宜过大，当南瓜栽种时，需
要在下方挖一个 1立方米左右的坑，并填充足够肥料，有
了合适的“房子”，南瓜将会在未来的几周内茁壮成长。

苏彦宾说，种南瓜就像养孩子一样，需要 24 小时照
料，每天都要对它的枝叶进行修剪，观察它的生长发育状
况。由于南瓜长势较快，每天都能以十余斤的速度生长，
最高生长速度每天能长三四十斤，科学施肥是其中的关
键，工作人员每隔两天就要根据不同南瓜的情况进行施
肥，做好养料供给。

作为一名“种业芯片员”，巨型南瓜等神奇植物的成
长秘密，都被苏彦宾收录在实验室里。

种子储藏柜，被大家视若珍宝的巨型南瓜种子就在
这里保存着。拿出一颗种子，苏彦宾对比道：“巨型南瓜
种子是普通南瓜种子大小的六七倍，我们从 2018年开始
培育巨型南瓜，这几年来一直向更大的目标培育，这也
是为了满足特殊场合的应用。今年，我们培育的南瓜已
经从最开始的 200 多斤，长到 660 斤了。”虽然巨型南瓜
口感不如普通南瓜，但是也可以作为饲料使
用，产量也不错。

这几年，除了巨型南
瓜，他还培育出了特
色甘蓝、飞碟南瓜
等创新农产品。

早晨来到公司上班后，苏彦宾都要到他管理
的14个大棚一一检查。最近哪个棚里的幼苗要
浇水了，要授粉了，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吊蔓、绕蔓、落秧、整枝和打杈……每天上
午，苏彦宾都要多次往返大棚、种子储藏室、研
发温室。“有时候一抬头一上午就过去了。”每
种植物的生长期他早已熟记于心。“比如 3 到 5
月是甘蓝类植物的生长期，在给羽衣甘蓝人工
授粉时，我每次都要用镊子将花蕾一个个剥开，
再给柱头抹上花粉。”在种菜这件事上，苏彦宾
样样亲力亲为，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材料和组
合种子，每天他和团队的成员们需要剥上万个
花蕾，手指甲缝里都残留着植物液和泥土，“每
天回家都要花费很久的时间才能把指甲里的泥
清洗干净，但这就是我工作的日常，已经习以为

常了。”
虽然蜜蜂是农

业人的好伙伴，但苏彦宾和蜜蜂
的关系却不大友好。“我得保证棚
里没有一只蜜蜂。棚里这么多品种，通过蜜蜂授
粉，就会影响植物种子的纯度。”在和蜜蜂战斗的过
程，他身上也挂了不少彩，胳膊常常被蜇肿。

做农业的都知道，每年夏天是最难熬的。“夏
天大棚里的温度能达到 40多度，进去一会就一
身汗。”苏彦宾说早就习惯了。

眼下，棚里的丝瓜已经接近尾声，大白菜
开始“抱心儿”，芹菜长势正旺，油菜又嫩又
绿，育苗棚里，新培育的种苗长势良好，“每天
转一圈，看到它们健康长得好，心里就多一份
踏实。”

实验室，是苏彦宾最常去的地方之一。
和传统印象中摆满瓶瓶罐罐、各种仪器的实验室

不同，他的实验室里堆满了各类牛皮纸袋，袋子上用铅
笔记录着文字和数据。“不同的种子进行编号之后，要
装到袋子里，牛皮纸袋可以防湿防潮。”说着，他抽出一
个纸袋，介绍起袋子上的信息来，“比如这一袋种子，就
是2022年的品种，名字叫白亮，是一个南瓜品种，当时
在田间的编号是第20号，种子重量为152克。”

一进门，就有两个“大冰柜”。“这是低温冷藏柜，
也是种子储藏室，可以对育种材料进行低温保存，防
止存放时间太久而影响种子的出芽率。”每天上班，苏
彦宾都要打开冷藏柜翻查一下，主要看看种子的温度
和湿度是否正常。

他所在的部门，是2017年组建的，主打育种。“一

年四季，除了冬天，不同种子的成熟期不一样，采收期
也不一样，我们的工作就是将采收回的种子在实验室
加工、考种、装袋、登记、编号、入库……”说起种子，苏
彦宾滔滔不绝，在他看来，“育种”是一件特别有意思
的事情，需要不断挖掘、创新，耐下心，沉住气，选好的
种子要根据不同的时令播种、移栽及后期管理、授粉，

“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什么博士，就是踏踏实实种
地。”苏彦宾说。

但要把菜和瓜种好，是需要真本事的。做农业，
种子是关键。苏彦宾会和团队成员一起研究优质特
色的种子，不断地测试、筛选。截至目前，在他的带领
下，这里已经培育出 1000多份种质资源，包括瓜类、
辣椒类、叶菜等，成功出品、上包装的已经有 200 多
个，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种质资源“卡脖子”。

新农人
每天剥上万个花蕾

育种师
培育千余份种质资源

种子梦
变成自己最崇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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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育种加速器内，环境舒适，各类植物加速生长。记者 田兆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