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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丰种业从市场需求决定育种方向

用用一一粒粒豆豆种种，，““俘俘获获””种种植植户户的的心心

不再靠天吃饭
“圣豆5号”成功逆袭

日前，国家大豆良种联合
科研攻关高产示范方测产验收
会在圣丰种业苑庄镇高产示范
基地启动。由圣丰种业和南京
农业大学国家大豆改良中心共
同选育的“圣豆5号”脱颖而出，
在此次验收的种植面积为3300
亩的高产示范田里，随机选取

收割了18 . 03亩进行测产，亩
产值为320 . 5公斤，接近全国
大豆平均亩产的3倍，也创造了
黄淮区域大豆大面积测产高产
纪录。

“今年的天气前旱后涝，病
虫害比较严重，这种情况下还
能实现高产，也体现了我们的
大豆育种水平和栽培技术水
平。”山东圣丰种业科技有限公
司销售总监王希领介绍，以往
的大豆品种单产普遍不高，价

格也低，对种植户来说较为鸡
肋，相比之下，玉米就成了种植
户更好的选择。而“圣豆5号”具
有高产、稳产、抗倒伏、抗逆性
强等特点，省心又省力。

“圣豆5号”通过品种审定
后，2016年该品种销售50万斤，
2017年销售了350万斤，2018年
已签订的订单达到了1100万
斤，成为了黄淮海大豆良种攻
关高产示范的典型。热销的背
后，是圣丰种业对农业供给侧

改革的有益探索，一改传统的
先研发后推广的模式，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研发种子。

以往圣丰种业走的是先研
发后推广的路子，研发初期以
通过自育品种审定为主，至于
该品种将来能否推广，并没太
关注，在市场中并不占优势。

“起初研发时，我们更关注的是
高产的问题，不同地区的农户
对成熟期限、是否抗倒伏也同
样有要求的。”王希领说，如今
公司育种方向呈现多元化，根
据市场需求设定育种目标，满
足不同用途市场需求，让培养
出的种子更能满足种植户的需
要。

商业化体系建立
让育种从量变到质变

市场上大豆品种很多，要
想种植户认可，必须要有自己
的品牌和过人之处。由此，圣丰
种业开始探索大豆商业化运转
模式，流水线式选育品种。“起
初我们在育种组合、选择成品、
品种测试的每一环节都安排专
人进行，虽然以这种模式去选
择市场需要的品种几率很大，
但每年需要进行上千个育种组
合，工作量十分巨大。”该公司
大豆育种组组长张小燕介绍，
2010年，圣丰种业与国家大豆
改良中心共同建设“圣丰院士

工作站”、“国家大豆改良中心
圣丰试验站”，开始探索搭建商
业化育种体系，有了明确的育
种目标，每年只需要进行200多
个育种组合，效率大大提升。

同时，参与研发并应用育
种信息化管理系统，一改传统
的手写记录模式，运用电子设
备就能将种子各项指标录入，
查找分析起来更便捷高效。此
外，还率先开展遥感技术监测
农作物生长和估产的研究，圣
丰种业已阶段性实现育种的规
模化、信息化、机械化、智能化
和现代化，在发展育繁推一体
化能力方面逐步成型。

而在大豆领域，该公司通
过“全产区+全产业链”“多品
牌”战略布局，市场覆盖黄淮、
东北及南方三大大豆主产区，
成为国内销量最大、口碑最好
的大豆种子品牌。为了提高大
豆种植效益，还推出了“种子+
根瘤菌+专用肥”的大豆绿色
高产包，实现增产增收。

除了已取得优势地位的黄
淮海、东北主产区外，该公司正
积极开拓南方、西部大豆和毛
豆市场，黑龙江圣丰公司自主
研发高纬高寒地带蛋白含量最
高的“圣豆43”等多个大豆品
种，不仅提高了农户种植效益，
还为市场提供了口感纯正的专
一原材料，备受豆制品加工企
业的青睐。

本报记者 唐首政
通讯员 薛海波 臧明亮

黄淮海产区是黄河冲
积平原，这里土地肥沃，积
温、雨水、光照等条件，都
非常适宜大豆生长。即便
如此，“种玉米还是种大
豆”，在种植户心中还是得
掂量一下。传统大豆品种
产量低、价格低，让不少种
植户望而却步。

日前，由圣丰种业和
南京农业大学国家大豆改
良中心共同选育的“圣豆5
号”，亩产值接近全国大豆
平均亩产的3倍，创造了黄
淮区域大豆大面积测产的
高产纪录，也“俘获”了种
植户的心。

山东圣丰种业董事长王书平，从零售商到种企领军人物

有有自自主主品品牌牌，，方方可可立立于于不不败败之之地地

培育自主品牌
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中

“我之前做种子零售，
2000年《种子法》实施，2001年
对民营企业放开，我觉得是个
好机会。当时山东省134家种
子企业，只有4家民营企业，我
的规模最小，排在最后一名。”
王书平笑着说，公司成立时只
有十几个人，但大家都怀着满
腔热血，想做出一番事业。

虽然机会多，但创业之路
并不好走。“当时市面上的种

子都是大路货，效益不太好，
而且销售竞争主要靠价格、靠
包装，还要靠人际关系，不是
长远之计。我们就去购买别人
种子的许可权卖向本地，质量
好，利润也很可观。”尝到品种
权甜头的王书平深知，种企要
靠良种发展，优质品种要具备
排他性，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占据优势。也是那时起，
王书平第一次意识到品种权
的重要性，让他更加坚定要去
搞研发，培育自己的品种，创
造属于自己的品牌。

良种靠专家选育，他跑遍

全国各地，亲自登门拜访虚心
请教，赢得了育种专家们的认
同与肯定，开始了企业的研发
之路。育种研究的艰辛难以想
象，用大海捞针来形容成功率
一点儿不为过。经过近4年的
研发，2007年，首个自育棉花
品种“山农圣丰1号”通过了国
家审定，并很快在市场中占据
一席之地。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面临
着眼界、资金、技术、人才、设
备、场地等多方面的考验。王
书平不缺乏勇气，也有着准确
的判断。“那时玉米行情好，但

是竞争压力太大了，而大豆的
产量不高，也不受重视，大公
司没几家做，竞争压力小，还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王书平
开始聚焦大豆育种，2008年第
八届世界大豆研究大会在中
国召开，成了圣丰种业与业内
专家交流合作的一个契机。

做小池塘里的大鱼
致力于大豆高质高产

而在当时，大豆行业不被
看好，第八届世界大豆研究大
会寻求赞助商遇到了瓶颈，王
书平紧抓机遇，第一个踊跃报
名，成为了大会钻石级赞助
商，也让他结识了国家大豆产
业体系战略科学家韩天富、南
京农业大学盖钧镒院士等业
内“大咖”，为后来开启大豆育
种奠定了基础。

作为圣丰种业的创始人，
王书平敏于适应新形势的同
时，还独辟蹊径。“多年来，全国
大豆亩产徘徊在120公斤左右，
产量太低，盖院士和我们企业
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加快
推动良种培育，让农民增收，实
现大豆的高质高产。”王书平介
绍，2009年，公司与南京农业大
学盖钧镒院士团队成立院士工
作站，自育品种“鲁黄1号”、“圣
豆14号”先后通过了国家审定，
为圣丰种业的育种体系建设、
制度建设、人才引进、业内口碑
等打下了基础。

直接研发投资2亿多元、
全职科研团队人员高峰期近
百人，圣丰种业迎来了大豆花
生种子获得种质资源及科研
成果的最佳窗口期。同时，企
业作为大豆产业体系首席科
学家韩天富团队“泰山学者”
产业人才引进单位，依托农业
部大豆种质资源创新与育种
技术重点实验室，建立了6万
多份大豆、花生等作物种质资
源库，还设立了国家种质创新
与育种技术重点实验室、国家
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技
术工程中心。

经过近20年的发展，圣丰
种业建立了遍布全国的销售
网络，共计1000余家客户，73
个通过省级以上审定的自主
知识产权品种，具备满足不同
地区不同需求的品种，并有高
蛋白、高异黄酮、毛豆、芽豆等
专用型加工品种，连续多年承
担国家大豆应急救灾良种储
备项目。

“做企业要有超前的眼
光，不能光考虑国内市场，要
立足国际市场来配置资源，尤
其是在中美贸易冲突带来的
影响下，更需要本土企业出一
份力。”王书平坦言，虽然圣丰
种业的大豆种子现在是全国
第一，但是跟国际大企业相
比，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努力。
距离“振兴民族种业，服务现
代农业”的目标，圣丰的路还
很长。

本报记者 唐首政

通讯员 薛海波 臧明亮

提及农业、农民，“面朝

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景象立

刻浮入脑海。作为农民的儿

子，山东圣丰种业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书平原本只是

种子零售商，经过20多年的

努力，在嘉祥这片土地上，以

良种系列产品为特色，将一

家名不见经传的民营种子企

业，逐步发展成中国种业的

领军企业，成为了“育繁推”

一体化种企创新的典范。

圣丰种业的科研人员正在实验室考种。

有什么好想法，王书平总是随时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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