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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米卖好价，离不开品牌赋能。

近年来，海口着力打造“琼山福

稻”“新联新米”等优质水稻品牌，推

动水稻产业化进程。海南五田家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琼山福稻”

“海南好米”袋装米，以及米粉、黑米

茶等衍生产品，通过自营连锁门店和

多元化分销网络走进千家万户，构建

了从种植基地到餐桌的完整销售链

条。“新联新米”则凭借其独特的富硒

“冷泉稻”品质，在海南众多水稻品牌

中脱颖而出，赢得消费者青睐。

海口在强化水稻育种、提升品

质、推动深加工、打造品牌的同时，

还通过“水稻+”模式拓展产业维度，

推动融合发展。

6月8日，在龙华区新坡镇的潭丰

洋湿地科普中心，小学生美琪正在金

灿灿的稻田中体验割稻、打谷，用稻草

DIY稻草人。这样的水稻研学课程深

受欢迎，让孩子们在实践中了解农耕

文化，使稻田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

从生物育种实验室的基因测序

到餐桌上的米香四溢，海口水稻产

业的全链条升级，正是海南自贸港

建设背景下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当智能育种让稻种更优、生态

模式让稻田更绿、三产融合让稻农

更富，这条特色“水稻路”正绘就产

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丰收图景，

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贡献

海口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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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0 日，海南省农业科

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分子生物

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对 2000

余个野生水稻 DNA 样本进行

遗传亲缘关系比对。从实验室

里的基因图谱到餐桌上的香糯

米饭，一粒稻米在海口的“旅

程”，正书写着海南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发展的新篇章。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

下，海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三

产融合为路径，构建起从育种

到餐桌的水稻全产业链发展模

式。通过品种革新、生态种植、

精深加工、品牌赋能，海口水稻

产业既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更

成为乡村振兴的“金色引擎”。

□本报记者 雷蕾

近日，由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

所、海南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海南波

莲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5年
早造水稻优良新品种展示现场观摩

会”，在美兰区三江水稻生物育种基地

召开。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海南好米”

金奖品种“特优9068”及优质稻“海香7
号”“朋两优丝苗”“波4A/24制02”“波

4A/F110”等 80 余个优良新品种（组

合），其中波莲科技应用遗传智能化育

制种技术（GAT）研发的杂交水稻成果

尤为引人注目。

“田间展示的新品种具有米质优、

株型健壮、抗逆性强和显著丰产潜力，这

些品种的育成与示范将成为推动海南

水稻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省农科

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所长、省水稻产业技

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效宁在现场表示。

6月20日，记者走进海南波莲科技

有限公司分子实验室看到，智能筛选设

备正高速运转。技术人员将水稻种子

倒入料斗，机器通过光谱分析自动分拣

不育系与智能系种子。“运用GAT技

术，育种效率较传统方式提升近 20
倍。”该公司董事长黄培劲介绍，该技术

通过预先淘汰不良基因型，使育种从

“开盲盒”式筛选升级为精准靶向培

育。目前公司围绕GAT技术体系已申

请国内外发明专利163项，其中授权70
项，形成了完整的水稻GAT流水线式

商业化育种体系。

黄培劲特别介绍了观摩会上备受

关注的“波 4A”智能不育系。这一“明

星母本”能与常规水稻品种父本杂交，

快速培育优质高产或专用型水稻新品

种。目前，波莲科技已开发出 11个智

能不育系，其中“波 4A”等 4个已通过

海南审定。“我们将立足海口，凭借新

技术、新品种、新基地、新装备，汇聚形

成种业的新质生产力，深度挖掘并释

放水稻种质资源的巨大潜力。”黄培劲

信心十足地说。

6月21日，在琼山区甲子镇大塘

村稻虾综合种养基地内，农户正在抛

网抽样，观察1个月前投放的罗氏沼

虾长势。该基地采用“稻虾共作”模

式：上一年11月至当年3月养殖小龙

虾，4月插秧后养殖罗氏沼虾，形成“一

季水稻两造虾”的“一田三收”格局。

“水稻为虾提供遮阴，虾粪为水

稻提供养分，这种生态循环模式让

每亩产值从过去单纯种水稻不足

1000元提升至如今的 2万多元。”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王冬梅介

绍，目前该模式已在琼山区推广至

540亩，年底将拓展至 1600亩，带动

更多农户增收。

6月13日，龙华区龙泉镇新联村

的火山冷泉稻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

收获着色泽金黄、颗粒饱满的水稻。

“2020年，龙泉镇邀请省农科院粮食作

物研究所专家团队深入调研，根据火

山湿地土壤特性，引进了‘绿金香’‘美

香占’‘海农红’等特优香米、红米品

种。”新联村党支部书记庄永优介绍，

村里还成立了集体企业，专注打造“新

联新米”品牌。如今全村有50户村民

参与种植，“冷泉稻”的亩产收益已从

过去的1200元提高至4000余元。

近日，在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

一处稻田内，伴随着收割机的轰鸣

声，一排排金黄的稻穗被卷入机械

自动脱粒，破碎的秸秆随即埋入土

层，化作天然肥料。“秸秆还田既省

时省力又省钱。”种植户周玉望着眼

前的景象满意地说。

“使用水稻秸秆机械化还田技

术后，一亩地可节省 50-60元的农

药成本，水稻产量能提高 10%左右，

同时有助于保水保肥、恢复地力。”

市农机安全监理所所长王宽怀介

绍，目前全市水稻机收综合利用率

达98.19%。
□本报记者 雷蕾

海口水稻全产业链的发展

实践，展现的不仅是粮食增产

的成果，更是海南自贸港建设

背景下乡村振兴的创新思路。

海口水稻产业要实现高质

量发展，必须像保护大熊猫一样

保护种质资源。正如海南波莲

科技董事长黄培劲所说，海口应

充分利用政策、气候、资源和人

才优势，推进产学研创新主体集

聚，提升育种创新能力，让“波

4A”这样的自主培育智能不育系

母本成为共享的“农业芯片”。

企 业 创 新 离 不 开 政 策 支

持。近年来，《海南省支持种

业高质量发展奖补资金管理实

施细则》等政策相继落地，为

海口种业创新提供了制度保

障。海口应以此为契机，一方

面夯实种质资源基础，为科研

院所和企业提供原始育种材料

支 撑 ；另 一 方 面 强 化 政 策 引

导，通过奖补资金精准扶持企

业开展遗传智能化育制种技术

（GAT）研发、智能不育系培育

等核心攻关，为实现“向种图

强”战略目标注入持续动力。

琼山区稻虾综合种养基地

的“一田三收”模式，成功将生态

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新联村

的“冷泉稻”则通过富硒、火山岩

等独特自然禀赋构建“生态溢

价”体系。龙华区新坡镇的潭丰

洋稻田中，水稻研学课程让稻田

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

海口通过探索“水稻+”综合

种养新模式，谱写“一田多收”致

富曲，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B 生态种植 创新推动增收

C 三产融合 完善产业链条

A 育种创新
攥紧农业“芯片”

5月23日，在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一处稻田内，村民正在打包水稻。
本报记者 苏弼坤 摄

6月4日，在琼山区红旗镇墨桥村，农户带着小朋友体验收割水稻。
本报记者 苏弼坤 摄

“水稻＋”加出
增产增收新图景

记者手记

▼5月30日，2025年早造水稻优良新品种展示现场观摩会
在美兰区三江水稻生物育种基地举行，波莲科技应用遗传智能化
育制种技术（GAT）研发的杂交水稻成果引人注目。

本报记者 康登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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