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8 月 1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 原春琳 版面编辑 / 邹艳娟

Tel：010-64098355

www.youth.cn

5教育周刊
5-7 版

聚 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磊 王海涵

众 所 周 知 ，种 子 是 现 代 农 业 的“ 芯

片”。2021 年 7 月 9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种业振兴行动

方案》，会议强调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

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

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

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随 着 种 业 日 益 规 模 化、市 场 化、科 技

化，地方政府、科研院所、企业对种业人才

的需求也同步扩大 。据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了解，近日，随着多所高校公布录取分

数线，种子科学与工程、生物育种等一度

“小众”的专业，慢慢热了起来。

强 基 计 划、提 前 批 次 ：把
种子“抢到碗里来”

据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农 学 院 院 长 助 理 张

战营介绍，该校普通专业中的 种 子 科 学

与 工 程 专 业 是 在 农 学 大 类 下 招 生 的 ，

从 近 年 的 招 生 情 况 看 ， 农 学 类 专 业 逐

渐 受 到 考 生 青 睐 ， 第 一 志 愿 报 考 率 每

年 提 高 10%左 右 ， 录 取 平 均 分 数 超 一 本

线 的 差 值 每 年 上 升 8-9 分 ， 生 源 质 量 逐

年提升。

2021 年 ，该 校“ 强 基 计 划 ”第 一 年 招

生，就把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纳入其中，

当 年 全 校 最 高 分 的 考 生 正 是 选 择 了 这 一

专业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业大学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首 次 设 立 生 物 育 种 科 学 本

科专业，其中，植物育种与动物育种两个

方向，纳入“强基计划”招生。

“ 这 是 扎 实 推 进 新 农 科 建 设、强 化 国

家种业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举措，对于突

破 种 业‘ 卡 脖 子 ’技 术 瓶 颈 具 有 重 要 意

义。”张战营认为。

中 青 报·中 青 网 记 者 了 解 到 ，今 年 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 也 首 次 开 始 了“ 强 基 计

划”招生，种子专业同样列入其中。不过相

比上述两所学校的“强基计划”，从招生数

量上看，更有力度的举措是，依据教育部

将 急 需 紧 缺 涉 农 专 业 通 过 提 前 批 次 录 取

的相关文件，2021 年起，种子科学与工程

专业（以下简称“种子专业”）为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的 15 所高校，获得提前批次招

生的资格。

前不久，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双一

流 ”建 设 高 校—— 南 京 农 业 大 学 了 解 到 ，

今 年 该 校 种 子 专 业 提 前 批 次 录 取 的 分 数

线，比去年提升了近 3000 位次。“无论是从

分数线，还是从家长、学生的关注度来看，

种子专业的热度明显有了提升 。”该校本

科招生办主任方淦说。

据介绍，南京农业大学的种子专业有

国家重点学科——作物学作为依托，该校

的 3 名院士中，有 2 人在育种方面作出了

重要贡献 。在方淦看来，现代农业未来的

核心方向为育种和机械化这两大领域，而

种业振兴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基础，很多有

志 为 国 家 农 业 解 决 卡 脖 子 技 术 问 题 的 同

学，选择种子专业，将来有机会实现关键技

术的突破。

“我们的保研率在 25%以上，大多数同

学今后都会升学，从而走上科研的道路。”

他认为，对希望从事学术研究的同学来说，

种子专业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种热度也蔓延到了普通高校。

安徽科技学院作为一所长期在县城办

学的省属本科院校，近日，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从该校了解到，该校种子专业在安

徽、山东、河南、陕西四省的提前批次一

次性招录完结，第一志愿录取率达 100%，

整体生源质量明显上升。该校该专业今年

累计招收 120 人，计划较去年增幅 50%。在

招生计划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最低投档位

次较去年提升了近 5000 位次，其中河南省

录取最低分超批次控制线 86 分。

该校招生就业处负责人分析，有了“提

前 批 次 录 取 ”的 加 持 ，这 一 涉 农 专 业 人 才

“急需紧缺”的地位得到凸显，考虑到今后

的就业和职业发展，一些有主见的考生将

该专业作为首选。

“过去农学专业的不少招生计划，要靠

调剂才能完成。而现在通过提前批次录取，

考 生 出 于 主 动 选 择 ，全 部 被 第 一 志 愿 录

取。”在该校这位负责人看来，这也提升了

学生对专业的认可度，他们入校后，专业思

想更加巩固，转专业现象有所缓解。

2021 年，安徽科技学院种子专业提前

批次录取 90 人，这个“种子班”在全校备受

瞩目。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截至目前，

这个班只有 3 个学生转到外专业。不过值

得 一 提 的 是 ，还 有 1 个 同 学 从 外 专 业“ 慕

名”转了进来。“对于农学专业来说，这已经

是相当稳定的了。”辅导员老师杨孝延说。

宋 玉 文 就 是 那 位 从 外 专 业 “ 慕 名 ”

转 进 来 的 学 生—— 今 年 春 天 ，00 后 的 宋

玉 文 从 食 品 科 学 与 工 程 专 业 转 到 了 种 子

专业。

高中时，他就喜欢生物知识，喜欢自己

思考、动手寻找答案。他觉得，种子专业与

他的兴趣点和知识结构相匹配，也能锻炼

动手动脑能力。

为了适应现在的专业课程，追上其他

同学的进度，每天晚自习后或是周末时间，

他准时前往图书馆，结合专业老师的授课、

网上查询的资料，进行补缺补差。

“种业工程在不断向前迈进，这个专

业平台带给自己的不仅是个人发展。”争

取 今 后 从 事 与 种 业 相 关 科 研 工 作 的 宋 玉

文这样说。

选择种子专业，是出于一种情怀

“选择种子相关专业的学生，不少人是

出于对生命科学的兴趣，希望探索种子的

神奇和生物的奥秘，设计前沿育种方案，为

建设现代种业强国作出贡献。”张战营说。

张战营分析，种子专业的学生主要掌

握种子生产、加工贮藏、质量检测、营销管

理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而新兴的生物

育种专业是作物学、畜牧学、生物学、遗传

学、信息学的交叉融合，重点研究动植物种

质资源创新、数字化育种、基因组编辑、合

成 生 物 学 等 现 代 育 种 理 论 基 础 与 前 沿 技

术，培养富有创新精神与创造能力的卓越

人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注意到，在安徽科

技学院 2021 级“种子班”中，有超过半数的

学生来自农村，对于农业的情结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到他们的专业选择。

来自安徽巢湖农村的何志阳就是其中

一员，去年高考，他作出了让全家人意外

的决定——以高出安徽理科一本线 16 分

的成绩被录取到种子专业。该校领导亲自

把该专业的第一份录取通知书送到何志阳

家中。

何志阳小时候和爷爷奶奶生活，经常

跟着爷爷下地种稻子，挑水扛工具，帮着

打下手，顶着炎炎烈日，爷孙一起流汗。

即使上学以后，每逢假期，他总要回家帮

忙干农活。

望着家里的 10 余亩土地，何志阳一直

有个心愿：未来能不能对种子作出改良，研

制出不需要打药和施肥也能抗病的种子？

父母希望他学计算机或者师范专业。

在填报志愿时，何志阳只关注农业类的院

校。对此，家人很不理解，何志阳苦心解释

了一番：“爷爷奶奶天天这么累，如果我以

后研究出了新型种子，他们就不用这么辛

苦劳作了！”

今年暑假回家，他迫不及待地和家人

分享了自己参与学校农科专业技能大赛的

筹备工作。他自信地告诉家人：“国家农业

政策越来越好，机械化水平也在提升，农业

发展会越来越好。”

2006 年从 湖 南 农 业 大 学 作 物 遗 传 育

种 专 业 毕 业 ， 周 红 英 进 入 合 肥 丰 乐 种 业

从 事 水 稻 新 品 种 选 育 工 作 ， 这 一 干 就 是

16 年。

周红英也是在农村长大的，自小就陪

着父母插秧。她至今记得自己读本科时，袁

隆平院士在学校大礼堂带来的那场主题为

杂交水稻的学术报告。

当时，周红英听得格外认真。她回忆，

袁老皮肤黝黑、人也很瘦，外表和话语都很

朴 实 ，但 几 乎 每 一 句 话 都 令 她 心 潮 澎 湃 。

“ 这 份 朴 实 的 背 后 ，是 对 农 业 的 奉 献 和 热

爱，给我们年轻人以奋进的力量。”

“袁老是我们的榜样，他生前常提起的

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也是

我们育种工作的奋斗目标。”大四时，周红

英跟着实习老师在田间劳动，前往实验室

做实验，而且她的硕博阶段都将作物遗传

育种作为研究方向。

“可以说，袁隆平院士就是我们这个行

业的标杆，他的事迹影响了很多人一生的

职业选择，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很多 00 后

也正是在袁老的感召下报考了这一专业。”

安徽科技学院农学院副院长舒英杰是种子

科学与工程专业负责人，招生季经常接到

学生家长打来的专业咨询电话，“只要一说

到‘袁隆平’这三个字，家长和孩子立马就

明白了我们这个专业的使命。”

如今，该校 2021 级种子专业的两个本

科班，都不约而同地把袁老的照片作为班

级 QQ 群的头像。

一 名 19 岁 的 女 生 在 自 己 的 QQ 个 性

签名中援引袁老的话作为座右铭——“毕

生的追求就是禾下乘凉梦，人就像一粒种

子，要做好一粒种子！”

同样在华南农业大学，老校长卢永根

院士的事迹激励了一代代学子。这位水稻

遗传学家始终站在科学研究第一线，为国

家农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生前还将

880 多万元积蓄捐赠出来设立教育基金，

将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

为了切实推进“新农科”建设，探索高

层次人才培养，今年华南农业大学决定依

托作物学优势学科设立本-博贯通的“新

农学”创新班。经过层层考核，最终选拔出

来自农学、植保、资环、生科、园艺等 12 个

学 院 共 计 30 名 学 生 ，全 班 平 均 绩 点 达

4.09，学生在原专业排名均在前 30%以内。

“同学们报名非常踊跃，不少人来自非

农学专业，这超出了我们的预想，能够感受

到他们对农业的情怀。”在该校农学院院长

储成才教授看来，袁隆平院士、卢永根院士

等老一辈科学家对于农业的追求以及爱国

奉献的精神，切实感染了当下的年轻学子，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不过，既要招进来，又要稳得住。培养

种子专业在内的农科人才，至关重要的是，

还要确保他们今后学农事农。不少农业类

学校都在思政教育与农耕教育上作出了持

续的探索。

在安徽科技学院，该校党委书记蒋德

勤教授牵头承担国家级新农科研究与改革

实践项目《地方高校农科人才思政教育与

大国三农教育实践》，共同创建 1 个课程思

政 案 例 库 和 5 个“ 大 国 三 农 ”实 景 体 验 基

地 ，出 版 4 部 通 识 教 材 ，旨 在 培 养 学 生 的

“三农”情怀。

为 了 将 这 种 情 怀 传 播 至 更 多 的 年 轻

人 ，该 校 还 利 用 假 期 开 展“ 我 回 母 校 报 喜

讯 ”活 动 ，大 学 生 除 了 汇 报 自 己 学 农 的 经

历，还重点为学弟学妹们普及农业知识、宣

讲农科专业，在高中生心中早早播下学农

的“种子”，动员他们今后报考农业院校。

种业人才越来越“供不应求”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不少农业院校

了解到，过去“进口不旺，出口旺”的种子专

业，近年来就业“供不应求”的形势日益凸

显。以安徽科技学院为例，平均每年毕业生

中有一半考上了硕士研究生，部分学生考

上了农口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剩下的多

数去了农业科技企业和种业公司工作。

据该校提供的数据，在学校就业信息

网和安徽省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上，入驻

该校的种业公司达到 40 余家，近两年增长

明显，2021 年增幅达到 45%。在部分上市种

业公司，校友形成的传帮带体系，让毕业生

就业形成规模效应。还有不少毕业生走上

了创业之路，抱团开起了种子服务公司，从

事种子的销售。

合肥丰乐种业水稻研究院副院长吴晓

亮从事育种工作近 20 年。他观察到，近年

来进入育种一线的年轻人增多了。据他分

析，一方面，随着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科研力量越来越集中，为企业自主创新提

供空间，企业渴望年轻的种业人才，他们专

业对口、相对来说上手快；另一方面，随着

“唯论文”观念的破除，国家鼓励科研人去

田间地头搞创新，和专家联合攻关农业课

题，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增大。此外，随着老

一辈科研人退休，人才梯队“断档”，年轻人

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和位置。

目前，多地政府拿出真金白银，加大对

种业人才的补贴支持力度。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了解到，河北、安徽、湖北、湖南、山西

等多省市出台种业产业振兴政策，涵盖科

研补助、人才补贴、项目资助等，促进人才

流动和集聚。

合肥曾经诞生中国种业第一股——丰

乐种业，目前拥有两家种业上市公司，去年

合肥市政府下发打造“种业之都”的实施意

见。其中提到，加强种业人才引进，对来本

市种业企业工作且符合急需紧缺人才目录

的博士、全日制硕士和“双一流”高校本科

毕业生以及其他急需紧缺人才，3 年内每

月分别给予 3000 元、2000 元生活补贴，此

外还可以享受一定的住房补贴。

“我们的毕业生过去主要流向长三角

发达城市，现在安徽很多城市都在‘加码’人

才引进的补贴力度，加上疫情的影响，选择

留在本省就业的比例今年有了明显上升。”

安徽一所农业院校招生就业处的老师

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安徽的粮食播种

面积、总产量均居全国第 4，这些种业人才

留下来，将推动本地种业产业的发展，为安

徽粮食增产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

张 战 营 认 为 ，国 家《种 业 振 兴 行 动 方

案》明确提出要扶持优势种业企业发展，要

以企业为主体，实现资金、项目、人才、技术等

多要素融合，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因

此，需要更多的高层次种业人才补充进来。

张战营介绍，近来，先正达集团联合产

学研机构共同组建了国家玉米种业技术创

新中心，向行业提供具有商业化价值的创

新成果，促进玉米种业的高质量发展；由

首农食品集团牵头，北京市平谷区政府、

中国农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隆平高科

等高校院所及种业龙头企业组建北京生物

种业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和北京市生物

种业重大科研任务，开展生物种业重大技

术攻关。“我们今年就有毕业生进入北京

生物种业创新联合体工作，今后高端种业

企业会越来越多，对高端种业人才的需求

也越来越大。”

此外，不少业内人士在接受中青报·中

青网记者采访时，都将种业人才的重要需

求地指向了海南岛。目前，全国有 800 多家

南 繁 单 位 在 海 南 设 立 稳 定 的 科 研 育 种 基

地，一个集科研、生产、销售、交流、成果转

化于一体的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呼之欲

出。这里是种业人才的沃土：每年近万名种

业科技人员活跃在此，其中不仅包括数十

名常常异地往返的院士，也有很多近来涌

入并落户的高校院所的毕业生。

不仅仅是在天涯海角，即使在茫茫太

空，种子专业也有广阔的应用空间。

今年 4 月 16 日，在太空出差 183 天的

神舟十三号乘组返回地球，一同归来的还

有华南农业大学国家植物航天育种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组织遴选的 16 份种子——这

是我国目前驻留太空时间最长的一批作物

种子，有望获得一批变异类型丰富、具有重

要应用推广价值的原创性优良种质资源。

近年来，该校国家植物航天育种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在空间环境遗传效应方面开

展了深入研究，培育了系列植物新品种在

产业上的应用，已经成为作物学科的特色

研究方向之一。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了解到，该方向未

来将深入结合新一代航天工程，解析空间

环境与遗传进化的分子关联，并开发水稻

空间诱变育种新技术。相关人员表示，“该

方向为多学科交叉领域，需要研究人员在

工程学、遗传学、育种学、信息科学和种子

科学方面具有创新性的思维，具备典型的

复合型人才需求特点。”

十年磨一剑，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人才能留下来，还要用得好、干得久。

育种是一项有着“生命周期”的工作，需要

静心守护、耐心等待，不惧挫败。

眼下正是夏种的关键时节，江淮大地

迎来了入夏以来最强劲的持续高温。

80 后女博士周红英头顶烈日，穿着胶

鞋、戴着草帽，时而弯腰，时而蹲下，在丰乐

种业安徽肥西严店乡综合试验基地 200 亩

试验田里，为水稻叶龄做识别记录。

“看叶龄就是了解水稻母本和父本的

叶片数及其发育进度，可推测其他器官的

生育进程，判断父、母本花期是否能相遇授

粉。这儿能测配 2000 多个组合呢，我们要

选出最优质的水稻，目标是好吃、好种、好

管、产量高！”伴着胶鞋蹚过泥水的沙沙声，

她一边挪动步子，一边向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介绍。

从业 16 年来，她印象最深的是，2018
年，团队花 10 年培育的一个水稻品种进入

最后一个环节——示范推广。然而夏季高

温来袭，品种结实率很低，这给了团队当头

一棒。“还是经验不足，我们推倒重来，在培

育的过程中导入耐热基因，可花了一番苦

功夫。”周红英说。

吴晓亮站在试验田里告诉记者，一个

水稻新品种从选种到试验再到推广，至少

是 “ 十 年 磨 一 剑 ”。“ 现 在 所 在 的 是 测 配

田，远处还有选育田、制种田、品比田等

区域，与此对应，水稻选育要历经亲本创

制、组合测配、配合力优势鉴定、品比试

验等层层筛选。”

“天天一身泥，一定要能沉下心来，耐

得 住 寂 寞 。越 在 一 线 钻 研 ，越 能 选 出 好 种

子。”为此，吴晓亮每次代表公司招聘毕业

生 时 ，都 会 一 遍 遍 地 问 对 方 ，是 否 真 有 兴

趣？“对农业有了兴趣，才会越干越轻松。”

事实上，水稻育种也是田间学问，无时

无刻不在考验从业者的耐心、毅力和体力。

每块田育种材料不同，只能靠人工一株株

按田垄区域进行标记和实验。

除了每年 11 月到次年 4 月，周红英要

带队去海南南繁科研基地外，大部分时间

待在合肥的实验室里，用各种仪器分析稻

米品质，这决定着“饭碗里的米香不香”。

“科研是长期、坚韧的过程，‘小白’要

5 年才能逐步上手。选育工作充满了不确

定性，可能忙一辈子也培育不出几个新品

种。”周红英感慨。

在田间与她并肩战斗的是一支 11 人

的育种团队，其中有一半是 90 后，均为农

业院校遗传育种、栽培学、种子科学与工

程等专业的本硕毕业生。这支团队目前通

过国家或省级审定水稻新品种已有 35 个。

如 今 ， 育 种 手 段 的 科 技 含 量 越 来 越

高，周红英看到自己选育的种子一步步走

向市场，被农民接受，更是无比开心。

“源于选择，忠于热爱，虽苦，也充

满乐趣。”周红英希望，这句话能与种子

专业的“准大学生们”共勉。

“小众”的种子专业为何热起来了

扫一扫 看视频

▼ 7 月 4 日，周红英博士（左）在水稻育种实验田里。 陈家乐/摄 ▼ 5 月 31 日，周红英博士在水稻育种实验田里插秧。 苏 玲/摄

7 月 4 日，年轻科研人员在水稻育种实验田里工作。 陈家乐/摄

7 月 4 日，在丰乐种业安徽省肥西县严店乡水稻综合试验基地，周红英博士（左一）和同事在水稻育种实验田里工作。 陈家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