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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优新品种示范推广 推动高效设施农业发

(2010-02-01 14:09:54)

徐   生 

（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摘 要：本文分析了我市“十五”期间优新品种示范推广的现状与存在

对发展高效设施农业的作用，提出了加快优新品种示范推广的对策。旨在

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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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优新品种引进示范的现状与问题 

1.1 优新品种引进与推广成效 

  “科技兴农，良种先行”，优良新品种示范和推广应用为我市农业

了重大作用。“十五”期间,我市加快了优质高产农作物新品种的推广

战略性调整发挥了基础与先导作用。2001-2005年期间，全市平均每年引

以上，示范推广各类农作物新品种100万亩以上，在新品种引进数量和推

较大提高。五年累计推广各种水稻新品种达378万亩，累计推广“双低

推广优质专用小麦新品种面积49.3万亩，另外优质鲜食玉米和特色蔬菜累

农作物新品种的大面积推广应用，有力地促进了全市种植业主导产业的

1.2 优新品种引进与推广中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来，随着我市高效、设施农业的发展速度加快，对农作物新品

加强，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特别与先进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和不足。主要表

注重水稻、小麦、油菜等大宗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示范工作，而相对

的引进、示范工作；二是在新品种引进上，小面积引进示范的多，大面

同质化现象严重，特色品种少，发挥不了示范和亮点作用。 



2 引进推广优新品种对发展高效、设施农业的作用 

2.1 加大优新品种示范推广是发展高效、设施农业的内在需要 

  优良的农作物（包括蔬菜和园艺作物）品种是提高农业效益的最基本的

品质的改良都离不开良种的示范推广。当前在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和相

市发展以高效农业和设施农业为主要特色的都市型现代农业步伐加快，在省

地区中影响力不断扩大。南京市都市型现代农业始于三年前的结构性调

坚阶段。如我市连续举办的5届农业嘉年华活动，所展示、展销的许多新、奇、特

品种引进、示范工程项目的成果。因此，高效设施农业的发展更需要各

优良品种示范推广工作，将为高效设施农业的发展发挥巨大的科技引领

2.2 加大优新品种示范推广是稳步发展高效设施农业的现实需要 

  发展高效、设施农业，并不完全排斥传统的粮油大宗农产品的生产

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能腾出一定面积的土地发展高效、设施农业

给。只有在保持粮油面积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千方百计的提高单位面积

此，只有加大高产、优质、高（多）抗的良种示范、推广力度，才能实现

才能在更高水平上稳步发展高效设施农业。 

2.3 加大优新品种示范推广是实现高效设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

中强调，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要立足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我国

内实现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的方针，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正确处

环境的关系，在发展中保护，以保护促发展。加强物种资源保护是健全

容，而加大优新品种引进、示范力度,建立品种示范园是加强物种资源保

防止生物物种资源的破坏和流失，保持生物物种多样性，为农业可持续发

3 加快优新品种示范推广的对策 

3.1 制订科学合理的示范推广计划 

  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明确重点，大力发展优势作物。根据我市

费优势，结合我市农业主导产业总体规划，选择富硒水稻、双低油菜、

作为重点推广目标，并合理布局种植结构，进行适度规模开发。 

3.2 以产业和项目为抓手，加大优新品种引进、示范力度 

  积极争取承担部、省、市 “品种更新”等项目，强化农作物新品

具体抓好优质高产新品种的展示和宣传工作，重点做好苗头性品种的考察、

栽培技术指导工作。在“十一五”期间，按照高效设施农业发展的要求，

和综合抗性好的各类优新品种50个以上，缩短品种应用周期，主要农作物品

优质化生产，全面提升我市农产品内在品质。 

3.3 建立高效设施农业优新品种试验示范园区 

  积极争取政府财政的稳定支持，建立具有南京特色的高效设施优新品

种（系）的引进、示范和比较试验。任何良种的大面积应用，都必须经过

定程序。这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区域、气候、季节和自然环境等因素，对

性、抗病性和品质的鉴定与筛选。政府出资建立各类优新品种示范园区

看，领着农民学，指导农民管”，降低和规避农民生产风险，让农民不再

少农民的后顾之忧，从而加快优新品种推广应用步伐。 

3.4 以优新品种为载体，实现“三新”项目同步推进 



  坚持稳粮增效提质的原则，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认真实施好以水稻

型种植制度（模式）的试验、示范工作。以稳定水稻生产为基础，以调

马铃薯和其他高效种植新技术、新品种和新模式的研究和示范工作，为

粮、万元钱的高产高效目标提供技术储备。 

  生态建设对于一个城市或一个区域来说，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