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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业农村厅： 

  省政协委员李启云“关于加强经济作物种业自主水平助力我省乡村振兴”

提案收悉。我院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讨论，现就有关问题和建议答
复如下。 

  一、深入开展经济作物种质资源普查 

  2020 年，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在我省全面展开，面

向 44 个普查县，通过广泛宣传、开展技术培训、系统考察与县市分工相结合的

普查与收集方式，深入市县乡村，走访多年在农村基层工作的农业技术员和农
民，普查了辖区内粮食、经济、蔬菜、果树、牧草等栽培作物的古老地方品种

的分布范围、主要特性以及农民认知等基本情况；普查了列入国家重点保护名

录的作物野生近缘植物的种类、地理分布、生态环境和濒危状况等重要信息；

普查各类作物的种植历史、栽培制度、品种更替、社会经济和环境变化、种质

资源的种类、分布、多样性及其消长状态等基本信息；分析了当地气候、环

境、人口、文化及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作物种质资源变化的影响，揭示农作物种

质资源的演变规律及其发展趋势；普查和收集到一批古老的、珍稀的、特有的

和濒危的种质资源，了解掌握一些种质资源的第一手资料。经组织鉴定验收，

最终确定收集入库的经济作物种质资源 134 份。这些特异经济作物种质资源将

成为育种的珍贵材料，为拓宽遗传资源、新品种选育乃至为国家现代种业发展

提供基础素材。 

  二、持续加强科研经费投入 

  为主动适应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新形势，面向现代农业和乡村振兴，培育发

展新兴有重大前景学科，我院在创新工程中，积极组织顶层设计，以定向委托
的形式，对果蔬、工业大麻、油莎豆等新兴经济作物研究给予支持。 

  2019 年创新工程中，顶层设计项目 3 项，经费 50 万元。一是“吉林省设

施果蔬绿色生产关键技术研究”项目，为新成立的设施农业联合研究团队提供

前期支持，开展设施蔬菜专用型品种、安全高效生产集成技术研究，促进尽快

发挥出对我省设施蔬菜产业的科技支撑与引领作用；二是“工业大麻种质资源

收集、保存及鉴定”项目，开展工业大麻优异资源创制、品种选育及高效生产

技术等多领域综合性研发，为我省工业大麻产业放开及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三

是“油莎豆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及鉴定”项目，开展种质资源创新，为取得国

家重点研计划和省重大科技专项支持夯实了前期基础。 



  2020 年，在院基本科研经费中，顶层设计项目 3 项，经费 50万元。一是

“抗寒油用牡丹容器育苗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研究容器育苗关键技术，解决

因油用牡丹种皮蜡质较厚较坚硬而存在的育苗技术与种苗生产环节制约问题；

二是“抗寒花卉种质资源收集与开发利用研究”项目，建立适应北方环境气候

特点的抗寒花卉核心种质资源圃，开展优异抗寒花卉资源评价及配套栽培技术

研究，建立特种花卉快繁技术体系，填补优异抗寒花卉苗木市场空白。三是

“工业大麻高效育苗及其高产栽培技术研究”项目，重点开展我省工业大麻的

高效育苗及其高产栽培技术研究，攻克我省开放工业大麻种植后的配套关键栽

培技术难题，提升我省工业大麻产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三、积极参与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2018 年 9月 21 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

过《吉林省农作物种子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在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

与利用，农作物品种选育，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作出了明

确规定。对于育种科研工作者来说，条例体现了尊重知识、尊重创新的导向，

鼓励种业原始创新，为创新者提供法律保护框架。未来，我院将根据种业发展

存在的实际问题，积极建言献策，促进我省促进现代农业快速健康发展。 

  四、下一步工作 

  （一）积极组织争取省级项目支持 

  在年度科技发展计划项目建议征集过程中，积极向省科技厅等相关部门提

出如何提升经济作物种业自主研发水平以及经济作物种业未来发展方向的相关

建议，争取早日获得省级科研经费支持。 

  （二）加大科研经费投入 

  通过院创新工程或基本科研经费，在“十四五”期间持续立项支持，不断

加强基础及应用研究，为获得国家、省重大项目夯实基础，为我省经济作物科

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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