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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是农业的基础，是农业科技的载体。一

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时代，现代农业的发展要种

业先行。

杨凌，中国著名农科城，在中国农作物育种

的历史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写下了辉煌篇章。

数据显示，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自

成立至今，共审（认）定动植物新品种 762个；设

立了国家（杨凌）旱区植物品种权交易中心，杨

凌种业创新中心，累计撮合各类植物品种权

交易 253 项，交易金额突破 2.2 亿元；引进各类

种子生产经营企业 87 家，区内年种子交易额

约8亿元，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现代农业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围绕种业做文章成效显著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

的手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粮食安全问

题，被小麦育种家们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小麦育种专家吉万全

看来，一个品种可以成就一个产业。“就拿‘西农

501’这个品种来说，其特点是综合抗病性较好，

特别是在 2020 年条锈病高发之年，表现出了很

好的抗病性。”吉万全说，从 2011年杂交试验开

始，经过6年的品系选择，再到进行3年的国家区

域实验，这个品种的形成，花费了课题组整整 9
年的时间。

2020 年，农业农村部面向社会公布了 2020
年国审新品种，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培育的西农

100、西农 99、西农 369、西农 501、西农 20、西农

364等6个小麦新品种通过审定。

杨凌因培育出的优良小麦、玉米、果蔬品种

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国单个品种年推广

面积最大的小麦品种“碧蚂一号”、长期主导我国

小麦品种换代的“小偃 6 号”、全国推广面积

最大的杂交油菜品种“陕油 8 号”、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秦冠苹果、创造全国玉米高产栽

培最高纪录的“陕单 609”等重大农业科技成

果均出自这里。

以“秦油 2 号”为代表的杂交油菜品种推

广到全国 15 个省市，占到全国市场总额的 1/
3，为推动全国种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发挥了重要作用。

种子行业位于整个农业产业链的起点，是

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之一。这一成绩传递

出一系列积极信号：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展

现出了端稳“中国饭碗”的底气。

多方发力重创新取得突破

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打好种业翻身

仗。对此，杨凌示范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创新研发

平台，强化技术攻关，全力打好种业翻身仗。

为把杨凌种业发展成为“拳头”产业，杨凌示

范区从组建杨凌农科集团、种业研发中心、种业

服务平台、种子试验示范基地等多方面入手，持

续引导和扶持种业形成大成果、创出大品牌，不

断增强对干旱、半干旱地区种业科技支撑与示范

引领的作用。

2021年1月，杨凌种业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

立，中国工程院院士、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主任康振生担任中心主任。该中心

由杨凌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联合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和陕西粮农集团共同组

建成立，旨在更高层次发挥杨凌示范区作用，有

效解决种业发展突出问题，构建以“市场为导向、

大学为支撑、产业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园区为平

台、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农作物

种业体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杨凌职业技术学

院科教优势，杨凌示范区在作物育种方面拥有 9
个国家重点学科，25个省部级重点学科，60个省

部级以上科研平台，近千名科教人员从事生物遗

传育种研究工作。

在一系列举措的支持下，杨凌种业得到了跨

越式发展，各项数据不断刷新：聚集各类种子企

业 87家，其中陕西省级“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

业达到 18家；农作物新品种示范推广面积逾亿

亩，年种子交易总额约 8亿元，已成为西部地区

最重要的农牧良种集散地之一。

为粮食安全注入“杨凌力量”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通过实施“区校融合”战

略，紧紧依托农科教资源和产学研优势，加快发

展现代种业，努力提高种业核心竞争力，为国家

粮食安全和现代农业发展贡献更多“杨凌良种”。

尤其是以农高会为平台，通过一年一度的

杨凌国际种业创新论坛、杨凌国际种业专题

展，先正达、陶氏杜邦、拜耳、巴斯夫、隆平高

科、国际种业联盟、墨西哥国际玉米小麦改良

中心等顶级跨国企业、行业组织的育种科学

家，国家农业主管部门共同探讨种业最新育种成

果，广泛开展项目合作，杨凌种业逐步迈出国际

化步伐。

2019年，先正达育种技术中心落户杨凌。这

不仅是先正达集团在本土的一个重大投资项

目，更是从战略上出发，旨在把先正达集团全

球的优势种质资源，最先进的生物育种技术，

国际一流的创新人才和研发平台在杨凌集成

和提升，助力杨凌打造现代种业科技创新的

新高地。

先正达集团中国杨凌育种技术中心总监吴

纯仁介绍，先正达育种技术中心汇聚了先正达集

团公司单倍体育种技术、全基因组选择、分子设

计育种等现代生物育种技术，通过汇集全球种业

先进科技，打造成中国本土种业发展的一个标

杆。“今后将携手杨凌的科研院所、同行企业，群

策群力把杨凌做成中国种业 No.1，共同打好种

业翻身仗。”

“我们充分调动方方面面的资源，加速现代

生物技术与传统技术的结合，提升我们的育种效

率，加强推动我们育种的水平，真正使我们的育

种能够服务于陕西，服务于全国。”康振生说。

作为我国第一个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杨凌示范区将一如既往履

行好国家使命、在更高层次上发挥作用，把杨凌

“金种子”造福广大群众，为现代农业发展贡献

“杨凌力量”。 图片来源：杨凌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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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小麦育种试验田迎来了“收割时间”。（2020年6月7日摄）

在杨凌示范区陕西杂交油菜研究中心试验

田，育种专家在进行油菜杂交试验。

杨凌种业创新中心展示的部分小麦种质资源。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小麦育种专家赵瑜

（右）在育种基地观察小麦长势情况。

一场新冠疫情使许多实体企业遭受巨大冲击，

然而，作为业内资深的微型车辆制造企业“巨

舰”——淮海控股集团，却能够于变局中开新局，实

现了逆市上扬：2020年，该集团各类车辆产销总量

同比增长17%，整个集团小微车辆产销总量连续15
年位居行业第一位，开展国际贸易国家达97个，并

实现塞尔维亚、波兰、希腊、葡萄牙等欧洲多国出口

零的突破。

奥秘何在？淮海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安

继文一语道破：“企业已经历40多年的风雨历程，

积淀了应对各种竞争和挑战的智慧和实力，特别是

依靠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总能将外部压力转化为

内生动力，成就了今天的‘淮海样本’。”

据了解，2020年淮海集团主要经济指标继续

位列中国民企500强和民企制造业500强、江苏民

企100强榜单。接下来的“十四五”期间，淮海集团

将深入推动“高质量、锂电化、智能化、数字化、国际

化”五大战略，做强做大国内和国际市场，为助力建

设“强富美高”新江苏，展现“中国制造”“中国创造”

实力，再添新动能。

掌握核心技术
推动发展“加速度”

“我们深知，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

讨不来的。只有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摆脱受制于

人的命运，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安继文对此体

会深刻。

淮海集团成立于1976年，是一家不折不扣的

老牌企业。近半个世纪以来，他们不沉溺于过往

“功劳薄”，不固守于已有技术和水平，以“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的姿态专注小型车辆及新能源领域

的技术研发、整车制造。

锂电动力，一直是行业抢占的技术制高点。淮

海集团经过科技攻关，实现了智能化锂电动力集成

系统的重大技术突破，并完全实现旗下产品的“智

能锂电动力系统+”，有望成为行业最大的锂电动力

集成系统配套服务商。仅去年一年，集团旗下三轮

摩托车产品就全新开发了T、J、X系国际化锂电产

品平台，量产了5款锂电产品；电动三轮车产品新

开发26款新品，已量产6款锂电产品。

安继文介绍，2020年，淮海集团累计研发量产

新品44款，新品销量占比40%，在“人无我有，人有

我新”中赢得核心地位和市场竞争力。淮海集团的

产品研制全面运用国际领先技术，并注重与国际著

名研发机构、科研院所紧密合作，全面整合国内外

技术研发优势资源，建立“产、学、研”联盟，确保产

品经营价值行业领先、国际领先。

据了解，淮海集团投入巨资建立了国家级技术

研发中心——淮海技术研发中心，按照“高颜值、高

科技、高质量、高价值、高销量”五高产品平台建设

要求，在上海、无锡、徐州等地建立了高素质研发团

队，专利总量位居行业首位。淮海集团拥有制造标

准化、规范化的试验体系，为产品开发提供精准数

据支撑及验证。淮海检测中心早在2009年就通过

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被录入国家实验

室名录，拥有世界先进的测试和管理技术，成为行

业最先进的检测中心。

“为了建强保障集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技术能

力，今后几年，淮海将重点围绕整车研制及锂电动

力集成系统等核心关键技术领域，对标业内领先

水平，加大相关核心技术的软硬件投入，至 2025
年建成千人核心研发人才团队，建成国家级电动

汽车、微型车辆及三电系统、智能化系统研究院、

工作站等科研机构，集团各下属企业全部获得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以掌握核心技术提高集团竞争

发展的门槛，促进集团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安

继文说。

此外，淮海集团基于“互联网+”的优势，正着力

加强数字化技术研发能力、数字化智能制造能力、

数字化营销能力、数字化运管能力的打造，为转型

升级、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铸就“淮海样本”
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淮海集团的成长颇有传奇色彩：从当初的单一

产品、单一基地，发展成为多品牌、多品类、多基地，

“产、融、网”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的多元化产业布局，

铸就了民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淮海样本”。

目前，淮海集团经营业务已涵盖小型车辆、电

动汽车、核心配件、海外业务、现代金融五大板块。

拥有淮海、宗申、弘安三大品牌及27家全资子公司，

在徐州、重庆、无锡、天津等地设有制造基地，在印度、

智利、秘鲁、巴基斯坦、印尼等国建立了海外基地。

淮海集团总资产和总营业规模双超百亿。市

场销量自2005年起保持行业第一位，外贸出口行

业第一，物流专用车行业第一。截至2020年年底，

小型车辆累计产销2180万辆，是世界基尼斯记录

保持者和全球小型车辆领军品牌。

淮海集团在“一带一路”倡议及“双循环”发展

战略指引下，把国际贸易视为拉动产能升级的重要

增长极。目前，淮海全系产品已覆盖全球100个国

家和地区，未来他们将致力服务全球40亿人口，助

力海外客户打造安全、绿色、便捷的出行生态。

“集团经营规模较‘十二五’末实现了跨越式的

发展增长，各项发展资源要素、产业结构、整体实力

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增强。”安继文说，2020年是淮

海集团“十三五”胜利收关的一年。在过去的五年，

淮海集团五大业务板块围绕“高质量、锂电化、智能

化、数字化、国际化”发展战略，积极整合发展资源、

探索发展方向、夯实发展基础，先后在基础建设、科

技研发、国内外市场开拓、运营管理平台累计完成

投资50亿元。

今后5年，淮海集团将着力大投资、大发展，实

现资产规模腾飞增值。至2025年，淮海集团将实

施江苏宗申车业智能化新工厂项目、微型车辆刀片

电池项目、淮海宗申产业园商业开发项目、徐州高

新区一汽弘安经济型电动汽车项目、宗申低速电动

汽车项目、无锡宗申智能锂电二轮车新工厂等一系

列重大项目。他们的目标清晰而坚定：进一步做高

做精做全产品品类品种，做强做大国内和国际市

场，完成500万辆和500亿元的发展目标，实现淮海

产业向高质量、高科技转型升级。

弘扬企业家精神
打造品牌效应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

京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围绕弘扬企

业家精神提出五点希望：增强爱国情怀、勇

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

际视野。对照来看，淮海人在践行企业家精神中，

实现了创造价值和自身发展的蝶变。

淮海集团掌舵人安继文，是中国优秀民营企业

家、全国机械工业劳动模范，获誉中国经济发展突

出贡献奖、全国十大经济新闻人物等。他带领淮海

人恪守的企业宗旨就是“敬党爱人，兴业报国”。

发展一个产业，振兴一方经济，带动百姓就

业。多年来，淮海人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不遗余

力，用一件又一件生动感人的事例，赢得社会各界

广泛点赞。通过精准扶贫、捐资助学、服务三农等

公益活动，累计捐款捐物已达1.1亿元。在去年新

冠疫情爆发之初，他们第一时间整合国内外供方

资源，紧急采购防疫抗疫物资支援地方，累计捐

款捐物千万元以上。企业连续多年荣获“中国爱

心企业典范奖”“中国精准扶贫示范企业”“中国

抗疫杰出贡献企业”称号。董事长多次荣膺全国

及江苏省、徐州市慈善事业先进人物奖。

2020 年 9 月，在江苏省商务厅正式发布的

《2020-2022年度江苏省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国际

知名品牌名单》中，“淮海”在众多参选企业里脱

颖而出，荣誉上榜。这是江苏省政府对省内“国

际化”领先企业的系统评价后的认可，也是淮海

积久为功、品牌效应的真实写照。

图片来源：淮海集团

深耕微车深耕微车““中国造中国造””铸就高质量发展铸就高质量发展““淮海样本淮海样本””

淮海控股集团数十年如一

日秉承“工匠精神”，开放胸襟

谋事布局，产品出口覆盖全球

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彰显出民

族企业“中国制造”实力。

2020年，淮海控股集团各类车辆产销总量同

比增长17%，连续15年位居行业第一位。图为一

名工作人员在做车辆性能检测。

淮海控股集团董事长安继文（右）试驾自主研发的新能源汽车，并向技术人员了解车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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