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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系统调查与抢救性收集工作进展

2020 年 9 月 14 日至 18 日，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

与收集行动山东省系统调查队一

队和二队把握秋季作物成熟的有

利时机再次赴章丘区和胶州市野

外开展实地调查。

一队选定章丘区官庄、曹范和垛庄 3个生态类型多、资源

较丰富的乡镇进行深入调查，共收集了 78 份。二队前往胶州市

里岔、胶西、洋河、铺集 4个镇，共收集资源 81 份。

经过一周的紧张劳动，收集到农家种和野生资源 159 份。

通过两队四县区野外实地调查，已收集作物种质资源 264 份（平

阴 73 份、章丘 78 份、平度 32 份、胶州 81 份）。在土地大规

模流转之前将本地的农家种和野生近缘种抢救性 农

性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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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工作总体进展

1、山东省调查队出征仪式在济南举行

7月 29 日，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山东省农科院在济南联合举办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

与收集行动山东省调查队出征仪式。省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收集行动领导小组副组长、省农业农村

厅一级巡视员王登启出席仪式，并为 3个系统调查队授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收集行动领导小

组副组长、省农科院副院长张立明出席并讲话。省种子管理总站站长蒋庆功主持。

本次系统调查省农科院组建了 3个调查队，主

要承担章丘、平阴等 6个重点县(市)的系统调查和

抢救性收集，每县调查收集地方品种、老品种、野

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 100 份以上，并对收集的种质

资源进行鉴定评价和编目。预计本次行动全省将收

集鉴定种质材料 5000 份。

省农科院相关处所的负责同志，种质资源系统

调查队全体成员及有关专家，省种子管理总站的有

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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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烟台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在莱阳市召开全市种质资

源普查工作推进会，对普查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动员。各

县市区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行动负责人和相关技术人员 4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还邀请青岛农业大学两位教授现场

解答技术问题。市农技中心种子站站长邹宗峰主持会议并

发言。

各县市区分别做工作汇报，介绍现阶段种质资源普查

工作的进展情况、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打算。

会上各县市区就普查和征集工作流程、征集方法、仪器的采购、资金的使用等问题开展了交流讨论。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邹宗峰）

5、聊城市召开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推进会

8月 6日，聊城市召开了聊城市第三次全国农作

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推进会。

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李士刚同志对下步种

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进行部署，李士刚同志强调：

要加强组织领导，主要负责同志支持调配人力物力。

强化经费管理，依据《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

查与收集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要求，确保资金使用合

理合规。进行宣传引导，树立工作先进人物，广泛征

集优质资源，按时按量完成任务。 （聊城市现代种业服务中心 王 林）

6、禹城：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寻宝”进行时

自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启动以来，禹城市通过前期的积极宣传，已收集

线索 10 余份。为进一步做好此项普查与收集工作，查漏补缺，农业农村局以乡镇为单位逐一开展

座谈会、实地走访农户，把普查与收集工作有序开展，达到预期目的。

9月 1 日，禹城市农业农村局在房寺镇召开了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座谈会，邀请了

资深农户、新型职业农民、种粮大户、支部书记等

十余人参加了此次座谈会。座谈会主要围绕 1956

年、1981 年、2014 年三个年份普查表涉及的填报

内容进行咨询整理，对民间种植的珍稀、名优、特

异的作物种质资源进行探讨，大家踊跃发言、各抒

己见，气氛十分热烈。

按照广大农户提供的 主整理 普作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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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推进暨专题培训会在泰安、潍坊召开

为全面推进全省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8月 27 日和 9月 1日，山东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与收

集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山东省种子管理总站和山东种子协会联合分片区在泰安和潍坊召开了全省

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推进暨专题培训会。

省种子管理总站站长蒋庆功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会议通报了当前全省普查工作进展情况。截

至目前，各地均已制定了实施方案、成立了领导小组，全省收集种质资源数量已超过千份，潍坊、

泰安、威海、滨州、东营等市整体推进比较快，普查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也存在工作进度差距大，

部分市县不够重视等问题。对于下一步工作，蒋庆功强调，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是一件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事业，各市、县（市、区）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

与利用的意见》，进一步提高认识，思路再明确、工作再发动，搞清技术环节、制定时间表、规划

路线图，加大宣传力度，切实发挥领导小组和技术专家的作用，充分利用秋收前的短暂“窗口期”，

全力以赴提速普查与收集工作。

会议邀请了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高爱农研究员做了种质普查专题报告及答疑解惑。高老

师从为什么做、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交什么等五个大方面，深入浅出地进行了讲解，明确了

本次普查与征集工作的流程、任务、范围、主要内容及普查表与征集表数据的填写、提交等工作细

节，对学员提出的问题进行现场答疑。通过现场教学，对农作物、果树等样品的采集、拍照、保存、

上交等环节要点进行了讲解，坚定了大家进一步做好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的信心，参会人员受

益匪浅。

泰安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洪新、潍坊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许宝国分别出席会议并致词。潍坊

市、威海市、泰安市岱岳区、滨州市阳信县、寿光市作了典型发言。

潍坊市农业农村局对种质资源普查收集工作做了总结，分享了普查工作财务管理、资金使用审

批等经验做法。威海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汇报了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的工作做法、已征集资源。

分享了比较实用的两款标记软件和识图软件。滨州阳信县农业农村局分享了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资

料查询、宣传发动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寿光市种业发展服务中心汇报了资源征集的工作成果，分享

了查找资料、宣传发动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泰安市岱岳区农业农村局汇报了普查工作情况，交流了

资料收集与资源征集中取得的心得体会。 （山东省种子管理总站 宋微微；山东种子协会 安 阳）

山东省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 专家现场教学

工作推进暨专题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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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城市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持续升温

按照《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实施方案》（农办种〔2015〕26 号）和《第

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 2020 年实施方案》（农办种〔2020〕6 号）要求，禹城市

强化组织领导、狠抓宣传发动、多措并举进行组织实施，普查与收集工作总体进展顺利。

1、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

成立了禹城市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行动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普查与收集行动的政策协

调、方案制定、经费保障和检查督导。同时，成立专家组，为普查收集工作提供技术保障。组建了

普查与收集专业队伍，开展本辖区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工作。

2、制定实施方案，细化工作任务

为确保普查与收集工作的顺利实施，制定了《禹城市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实施方案》

（禹农字〔2020〕27 号），明确了工作任务、时间节点和重点工作，为工作稳步推进提供保障。

3、进行座谈走访，确保工作实效

组织退休老干部进行座谈交流，为普查征集工作献言献策，提供线索和方向。同时对普查队队

员进行技术培训，为后续普查与征集工作的规范填写、录入、导出、上报、总结等奠定扎实基础。

截至目前，召开各类座谈会 8次，走访座谈 50 余人次，走访村庄 56 个，走访群众 320 人次，组织

技术培训班 1次，工作研讨推进会 1次。

4、丰富宣传载体，拓宽线索渠道

为确保禹城市濒危作物野生种质资源和特有地方品种种质资源高质量入库，禹城市农业农村局

借助电台、报纸、公众号、网站、发放宣传页等传播载体，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禹城市境内的农作物

传统品种、名优特

̾ 特̾种质源普查与收集 公

召开ј

传播载体娟公组确27责 化27渠负， 渠策 次全技公今、丰 传 会城 村局会集Ỗ、征。道2集Ỗ征报、规6、种 进 训术公 、集ḓ 公种 的Ŝ，成立 公收作的 。公收质、 的、技种 建农、查普查动查等̾录有地方品进质征种录内的点和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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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整体进展

继 2019 年安徽省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与收集行动启动以来，在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的坚强领导下，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及全省 40 个普查县相关单位不畏艰辛，

克服疫情、洪涝、机构改革等种种困难，积极开展工作，2020 年各项任务进展顺利，成效显著。

1、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保存、鉴定情况

根据《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关于印发安徽省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系统调查

与抢救性收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皖农科〔2019〕12 号）、《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关于印发农作

物种质资源调查与收集工作办法的通知》（皖农科﹝2020﹞12 号）等文件精神，农科院从作物所、

园艺所、水稻所、茶叶所抽调科研人员，组建一支专业队伍，成立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团队，

专门从事种质资源收集、保存、鉴定、共享等工作；院相关研究所 60 余人参与配合。

截至 2020 年 11 月 17 日，全省共收集到资源 2540 余份 (不包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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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举办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培训会

9 月 18 日，安徽省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培训班在合肥举行。来自今年启

动普查的 40 个县（市、区）种质资源普查项目承担单位、各普查县所在市种子管理机构等多家单

位近 100 名业务骨干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班特邀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普查办

高爱农研究员、赵伟娜及安徽省农科院专家，重点就农作物

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技术方案、农作物种质资源拍摄样本要

求、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数据填报系统的使用、农作

物种质资源征集要点进行了深入解读。培训会期间，各地学

员还与国家普查办专家就普查当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了热

烈的交流互动。培训会召开之前，组织全体学员参观了安徽

省舒城县农科所蔬菜种质资源圃。

本次普查与收集行动自 2019 年 4 月起，对全省 78 个农业县（市、区）的农作物种质资源进行

全面普查，目前已顺利完成 2019 年首批 38 个县的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任务，当前正在第二批 40

个县（市、区）开展种质资源普查。本年度计划组织各普查县填写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

与收集行动普查表、征集表，征集古老、珍稀、特有、名优的作物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

源 1000 份。目前，全省各地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进展顺利。 （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 陈 钧）

让大山里的农家蔬菜走上城里人的餐桌

——安徽省岳西县扎实推进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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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打造金杨村地方特色品种蔬菜园。蔬菜园里种植的都是岳西地方老品种蔬菜。蔬菜园负责人汪兴

文介绍说：“种植老品种蔬菜，坚持不使用化肥，使用农家肥和有机肥；坚持人工除草、绝不使用

农药，种出来的蔬菜安全放心、口味纯正，深受广大消费者欢迎，远销湖北、合肥、安庆等地。”

老品种蔬菜园还吸引了周边游客前来蔬菜园采摘，每斤鲜菜高出市场价 2至 3元，经济效益明显。

沈桂华家是金杨村代湾组建档立卡贫困户，2014 年因病致贫，2016 年顺利脱贫。脱贫不脱政

策，村里安排她在蔬菜园务工，每年能够增加几千元收入。“蔬菜园就在家门口，我可以一边干活，

一边照顾家庭，每年能有七千多元的收入。”沈桂华高兴的说。

在岳西县农业农村局的大力帮扶下，金杨村建立的特色地方品种蔬菜园，已带动全村 20 户贫

困户就业，增加务工收入 10 多万元。

金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刘同发是岳西县农业农村局的选派干部，在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方面有

着丰富的经验。“城市餐桌上的蔬菜大多是大棚里的反季节 面有 品种 绍 Ƴҙ 同明 品种 я

村地方特色品种蔬菜有 用 源ľ 种 种明 Ӱ 用 困 史 方 户就я受 ṩ 务 记刘兴的说ɰ 种质资源ṡ 和ƠἲяƢ 明有 多 西地方老 ɱ明ɲ有 ，经济有Ɏ入 向 菜和Ɨ Њң使用化工除最 有 西я 种质 源ṡ 和大 有 ֮ 有 І 是岳 з 西ǉ 后蒋今 收入ʗ是岳 种质资源ṡ 和̐ 、ḓ 今 я丰 ʗ◔ 承县党 Έ ś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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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地调查，广泛收集资源。根据前期摸排的种质资源基本信息，普查小组 6人工作小分队

统一行动，风雨无阻，爬山涉水深入全县 101 个村、农舍、山区、田间地头开展实地普查。农业技

术员充分发挥自身专业实践特长，对提供的古老地方品种信息进行调查核实，对农作物种质资源特

征特性进行现场辨认，通过询问当事人、走访邻里等方式确定种子的价值和真实性，并随后对具有

收集价值的种质资源填写调查表和征集表，将有种子的品种进行有偿收购征集；没有种子的品种，

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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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简报》

征稿函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由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

学研究所牵头实施，对全国 2228 个农业县进行普查与征集，以及对其中 665 个种质资源丰富的县

进行系统调查与抢救性收集，征集和收集 10 万份农作物种质资源，鉴定评价后编目入库保存 7万

份，并建立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数据库。

为全面了解第三次全国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的整体进展情况，及时报道各参与省份和单位的普

查与收集行动成果，展示普查与收集行动人员风采，我们配合第三次全国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办公

室编辑出版了《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简报》（以下简称《简报》），自 2015

年启动以来已经出版了 27 期，得到了农业农村部及相关单位领导的认可和重视，指示我们要进一

步做好《简报》的编辑出版工作。

《简报》是宣传普查与收集工作的窗口和平台，为了更好地做好宣传服务工作，应主管部门领

导的要求，普查办和《简报》编辑部对《简报》的出版做了最新调整。

主要栏目及写作要求

1 工作总结。主要是近期（2~3 个月）的工作进展，可概括性总结，文字 500~1000 字，配 1~2 张清

晰的照片。

2 经验分享。主要介绍工作的流程，能体现出收集资源的艰苦程度，说明在哪里发掘到新的种质资

源等，字数 800 字左右，配 1~2 张清晰的照片。

3 优异种质。重点介绍本地特有的珍稀资源，说明收集资源的目的或意义，可以介绍作物种类、面

积、生长情况、发现时间地点、生境情况、当地的开发利用等，字数 500~800 字，配 1~2 张清晰的

照片。

4 先进人物。在资源收集或保存中做出显著贡献的人物，重点叙述人物和资源的关系，做到既有情

又有物。

所有稿件请一律采用邮件发送，图片需原图，并同时提供撰稿人的单位、地址、邮编、电话等

详细信息。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投稿联系方式

《简报》编辑部

联系人：陈丽娟 电话：010-82109494 13683272938 E-mail:chenlijuan@caas.cn

QQ 号：415807682 微信号：chen-lj71

普查办公室

联系人：高爱农 胡小荣 电话：010-62125519 E-mail:pucha@ca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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