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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

2017 年工作会议在南昌召开

2017 年 4 月 7 日，由农业部种子管理局、中国农业科学院

作物科学研究所联合举办，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协办

的“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2017 年工作

会议在南昌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了 2016 年项目执行情况和主要

进展，启动并部署了 2017 年的工作。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管理

局副局长王述民主持大会开幕式。项目组织单位中国农业科学

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刘春明应邀到会，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副

局长吴晓玲，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项目首席科学家刘旭院士出

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吴晓玲副局长高度评价了两年来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

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工作取得的

重要进展，强调了农作物种质

资源普查与收集的重要性、必

要性和紧迫性，指出了国家对

农作物种质资源的高度重视，

也谈到了目前种质资源事业面临着诸多挑战，任务艰巨，使命

光荣。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国际竞争加剧，我国城镇化、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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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程加快和种植结构与方式的转变，大量珍贵的地方品种和野生资源濒临灭绝和丢失。种业巨头

重组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我国种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种业、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离不开种质资源的交流、保护与利用。吴晓玲指出，今年需要继续争取加大国

家财政支持力度，各省要争取地方财政支持，各部门也要加快工作，努力推进。最后吴晓玲提出 4

点要求：一是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省应该高度重视本次普查与收集工作，农业主管部门要成立

分管领导为组长的领导小组，明确各级领导职责；二是明确任务，落实责任，2017 年 3 月农业部办

公厅印发了《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 2017 年实施方案》的通知，就今年工作提

出了具体要求，希望大家按照实施方案要求，细化分工、责任落实到人，认真抓好各项工作；三是

加强管理，专款专用，要对实施效果进行考核，农业部也制定了资源普查与收集的专项经费管理办

法，各部门各单位要落实专款专用；四是加强宣传，共同推进，两年来形成了一些典型事例，发掘

了一批优异资源，要加大宣传力度，尤其是优异资源对供给侧改革的作用。

刘旭院士强调了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开展普查与收集，不

仅能够防止具有重要利用价值种质资源的流失，而且能够为生物产业的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行动”实施 2年来已完成湖北、湖南、广西、重庆、江苏、广东等 6省（市、自治区）375 个

县的全面普查和 92 个县的系统调查，通过全面普查，基本查清了湖北、湖南、广西、重庆、江苏、

广东 6省（市、自治区）粮食、经济、蔬菜、果树、牧草等栽培作物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种的数量、

分布范围、主要特性以及农民认知等本底信息；初步发现我国农作物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种丧失严

重，并抢救性收集各类作物种质资源 24638 份。

刘院士充分肯定了项目的工作成果，提出要总结学习各省的工作经验，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创

造性完成好普查工作。同时，对征集到的材料要妥善保存，及时进行鉴定、整理和移交。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

所 陈丽娟 胡小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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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全面启动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查与收集行动

4 月 9 日，由江西省农业厅主办的“‘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江西启动会

暨培训会”在南昌召开。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行动”首席科学家刘旭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

管理局王述民副局长、江西省农业厅刘光华副厅长、江西省农科院余传源副院长等领导出席会议。

会上，刘旭院士、刘光华副厅长分别发表了重要讲话。刘院士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江西省对本

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的重视，要求通过本次行动，一是摸清本地区农作物种质资源的

现状，二是采好样、填好表，形成数据库，三是对收集上来的种子资源进行分析，并加以挖掘和利

用。刘厅长在讲话中阐述了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的重要性，明确了相关部门工作目标和

任务，提出了确保本项工作全面完成的相关保障措施。

随后，刘旭院士、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李立会研究员、中国农科院科技局王述民副局长、

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杨庆文研究员、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方沩博士、江西省农业科学

院戴兴临研究员分别进行了专业技术授课和讲解。

省农科院专家团队，各市、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分管领导，各级种子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及专

业技术人员参加本次会议。

随着本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

查与收集行动”江西省普查与征集

工作正式启动。

（江西省种子管理局 曾庆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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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

与收集行动”工作协调会

为更好落实和推进“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与收集行动”各项工作，江西省农业科学

院于 2017年 4 月 10 日召开了工作协调会。

协调会议由项目牵头人戴兴临所长主持，江西省农业科学院

科技处罗林广处长和项目组专家组 20 余人参加会议，余传源副

院长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余传源副院强调，本项目是一次

重要的国家行动，我院参加本项目的相关研究所和专家要高度重

视，要认真和扎实推进项目各项工作。会议讨论和决定成立了“江

西省农业科学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与收集行

动’”领导小组和专家小组。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 汤 洁 13979118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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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与收集行动”

2017 年工作部署及调查县（市）对接会

为全面推进项目调查和收集工作，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工作部署会和

调查县（市）对接会。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余传源副院长和科技处罗林广处长出席会议。省种子局黄

亚萍副局长一行应邀出席会并指导调查和收集对接工作，余传源副院长作了重要讲话。

会上，莲花县、瑞昌市、修水县、永修县、都昌县、分宜县等 6 个县（市）就各自的前期准备

工作和普查思路进行汇报交流。会上还讨论成立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

源调查与收集行动”三个调查队，并讨论了各调查队队员组成和提名任命了各调查队队长。同时，

开展了各调查队及队员与其所调查的县（市）工作见面对接交流。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 汤 洁 13979118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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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收集核果类果树资源保存良好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行动”江苏省目前共收集到核果类果树资源 61份（39 份桃、

7 份李、10 份杏和 5 份樱桃）。这些种质资源大多数为野生品种，少数为地方培育品种，其中不乏

具有较高育种价值的优异资源。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核果研究室（桃研究室）对各类种质

资源的枝条进行嫁接繁殖。据初步统计，除了 4 份桃、4 份杏、1 份樱桃未嫁接成活，需要重新采集，

其余种质资源均生长正常。

繁殖地 桃 李

杏 樱桃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桃研究室 严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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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余姚市启动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

根据农业部、浙江省关于“全国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的文件要求，余姚市

快速启动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市农林局第一时间组织制定了《余姚市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查与收集行动实施方案》，确定工作重点，成立领导小组，协调任务分工。并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组织召开了全市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工作会议。余姚市农林局相关科室、局属单位负

责人及具体负责普查工作的技术人员以及全市各乡镇街道农技人员代表近 40 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余

姚市农林局副局长金武昌出席会议并作了指示。

会议传达了《浙江省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查与收集行动实施方案》文件精神，宣

读了《余姚市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

行动实施方案》。详细解读了农作物种质

资源普查工作的技术规程和方法策略，以

及填写种质资源基本信息、特征特性与数

据采集、整理等内容的注意事项。各乡镇

（街道）农业技术人员就本次普查与收集

工作的开展交流了意见。会议指出，由农

业部组织开展的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主要目的是对珍稀、濒危作物野生种

质资源进行抢救性的保护，是丰富农作物基因库的重要途径，是提升种业和农业核心竞争力的强有

力支撑。会议强调了本次种质资源普查与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求与会人员做到在思想上

统一认识，在工作上积极配合，在实践操作中具有创造性和灵活性。要求各单位明确农作物种质资

源普查工作的重点任务，会后及时走访农技老干部，座谈富有务农经验的老村民，结合前两次普查

收集情况，深入田间山林，不怕吃苦，克服困难，力争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此次农作物种质

资源普查和收集工作。

（浙江省余姚市农林局种苗管理站 朱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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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荣誉让给他人，把荣幸留给自己

——新沂市种子管理站开展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纪实

在第三次全国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中，江苏省新沂市种子管理站不畏困难、真抓实干，按

质按量完成普查与征集任务。

新沂市种子管理站只有 4 个人，在开展种子管理日常工作的同时，高度重视本次普查与征集工

作，制定计划，分工负责，吃苦耐劳，不计得失。在资源普查工作中，查阅当地农委、统计局、史

志办、气象局、国土局、环保局、林业局、发改委、教育局、宗教局等 10 家单位的档案资料，完成

普查表格的填写。在种质资源征集行动中，踏遍 16 个镇的乡村田野，走访 30 多位基层农技人员和

农民，征集到有效种质资源 28份。其间，为了不错过植物开花的时间，数次顶着烈日，冒着酷暑，

及时下乡拍摄照片；为了采集到野生植物种子，拿出节假日，放弃午休时间，不怕脏、不怕累，经

常中午饿着肚子很晚才从乡下回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分耕耘，一份收获。

对征集到的种质资源精心整理，小心呵护，妥

善保管，归类汇总，拍照上传，按照要求及时

寄送资源样本。

在成绩背后，是种子管理人付出的辛勤汗

水，全站人员加班工作却没有拿项目里一分钱

的补助，还把农委表彰的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全部让给乡镇人员，无怨无悔。看着收集到的一份份珍稀的种质资源，站里每个人都为自己在本次

行动中作出的贡献感到荣幸！

（江苏省新沂市种子管理站 盛焕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