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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老种子保育老种子，，妇女在行动妇女在行动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李雪婷/文
■ 王文燕/摄

2020年12月19日，《种子：全球挑战
与中国现实》报告发布会暨以“播厥百
谷，藏种于民”为主题的传统农耕文化大
地艺术摄影展在北京举行。活动现场，
来自10个省份23个村庄的50多位农民
代表，带来了300多份种子和土壤，讲述
了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保护、传承
老种子的生动故事。

马山古寨：妇女蹚出保种育种新路

广西马山县马山古寨村上古拉屯有
村民300多人，其中1/3为瑶族，2/3为壮
族。上古拉屯地处喀斯特地貌区，灌溉
用水紧张，遇暴雨易引发山洪，交通运输
不便。世居于此的农户在巴掌大的地里
种玉米，保留着丰富的玉米老品种，被一
些专家认定为糯玉米的发源地，但由于
多种原因，当地的玉米品种也越来越单
一化。

2000年，马山古寨加入了广西参与式
育种项目。村妇女小组领头人陆荣艳积极
动员，最初只有9位老人的保种育种小组
成员发展到63人，其中主要是妇女。经过
农户、农村社区、专家们的共同努力，古寨
实现了12个玉米地方品种与部分蔬菜老
品种的保育，恢复了往昔的种子多样化。
自 2006 年起，古寨开始进行玉米“桂糯
2006”的种子生产，并与其他项目社区分享
其生产成果。

2012年，陆荣艳带领27名留守老人
及妇女一起建立了马山荣艳生态种养专
业合作社，开始实行生态循环农业的尝
试。2014年下半年，合作社开始扩大种
植佛手瓜苗。当时，古寨周边村镇还很少
有人种植佛手瓜苗，县域市场几乎处于空
白。合作社种植的佛手瓜苗一上市就供
不应求。尝到甜头后，陆荣艳带着农户们
继续引导村民积极种植当地老品种。也
就是在这一年，上古拉社区种子库逐渐成

形，到 2019 年底，古寨社区共登
记传统品种资源 124种，合作社
种植的蔬菜、玉米和旱藕等农产
品，大多来自这些资源。

2018 年，上古拉社区种子库正式建
成，大部分工作人员是当地农村妇女。截
至目前，种子库已收集保存63个品种，其
中有37个本地传统品种。库藏品种免费
提供给村民，收获后翻倍返还。如今已有
89位村民使用了种子库资源，大部分也是
妇女。这个社区种子库与政府种质库也建
立了联系。2019年，种子库收集的三种地
方玉米种质资源，存入国家种质库和广西
农科院种质库。

如今，在古寨社区，一个由妇女主导的
集优质作物种子的生产、加工、储存和销售
等于一体的农民种子企业已具雏形。专家
介绍说，农民种子企业的运营，可以促使专
业合作社增强复合经营与管理能力，更好
地与市场链接，缩小农民种子系统和市场
差距，让从事种子保育的农户获得一定的
经济效益。与此同时，他们也在逐步带动
当地的年轻人，共同参与保种育种，守护土
地的永续与健康。

石头城村：育种“育”出农民女专家

石头城村坐落于滇西北山区、金沙江
河谷，千百年来，纳西族居民在这里创造
了极具韧性的山地农耕系统，农作物品
种数量十分丰富，形成了一套高效而富
有活力的混农林耕作系统。但在过去20
多年里，当地的农家种子流失速度加剧，
作物品种日趋单一。面对年年干旱、雨
季推迟等气候变化，石头城村的农业生
产愈加脆弱。

2013年，在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参与式行动研究团队的支持下，石头城村
成立了种子保育小组，承担起了保种育种
的职责。种子保育小组成员以妇女为主，
其中，张秀云、李瑞珍、和秀勤等为骨干力
量。经过多年努力和坚持，不少普通的农
家女成为育种能手。

张秀云把家里最好的耕地拿出来进行
育种和制种，种植从广西引进的玉米品种
和本地流传下来的黄玉米、大马牙、小白籽
儿等老种子。“在纳西文化的贡品里，玉米、
小麦、糯米粑粑，这三样不能缺。这些是祖
传的，我们不能丢。”张秀云说。

育种制种比常规种植更加辛苦。张秀
云每天都要到地里观察，就像抚养孩子一
样看护它们。“秸秆长得高了低了都不行，
高度一定要均匀，出穗儿看须子、看颜色、
授粉套袋儿，每个程序都得非常严谨，一丝
不苟。”张秀云说，玉米秸秆有的会长到两
米多，容易倒伏，她就从山上砍来树枝和竹
子，把它们一株一株支起来。

两三年实验种植之后，从广西引种的
玉米种子终于适应了当地气候和环境，不
但发芽率、结棒量提高，而且口感非常好。
经过7年培育，张秀云成功育出了一批新
品种，有了以她名字命名的“秀云1号”“秀
云2号”“秀云3号”，她育种制种和试种的
品种更是达到了87种。她因此被人们称
为“农民育种家”。

张秀云家共有20亩地，她拿出10亩
地进行育种和制种，有时候一亩地只收
了几十斤种子。和国内外同行交流种子
时，她也分文不收，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当
地农民育种能手。育种制种收益不高，

有时还赔本，但张秀云没有放弃，“我们
现在吃喝都不愁了，赔本也要做点对人
类有益的事情。”

在张秀云们的努力下，石头城村的种
子保育工作扩展到金沙江流域的4个纳西
村落，建成了4家乡村种子库，保存了300
多个品种。如今，张秀云又有了更大的目
标，她注册了一个专业合作社，准备带领乡
亲们在保护传统种子和生物多样性的路上
走得更远。

小米之乡：夫妻携手培育新品种

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属于寒温带大陆性
季风气候，是典型的旱作雨养农业区。这
里杂粮品种丰富，其中，“敖汉小米”驰名中
外，被称为小米之乡。卢瑞香的父母在敖
汉旗良种厂从事育种制种工作，她耳濡目
染，从小对种子有很深的感情。

2014年，卢瑞香与同样对种子有着浓
厚兴趣的丈夫马鹏程，成立了鹏程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开始从事农作物种植与种子
的培育、销售。早在2005年两人还在开农
资店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到店里来找老种
子，卢瑞香有意识地选育了几个老品种，将
种子免费提供给当地的农户种植。

公司成立后，他们的选种育种工作进

入专业化、规模化发展。这些年，他们种植
了50余种老种子，自主研发的“新杂2号”高
粱种子在黑龙江、吉林、山西、陕西、辽宁、河
北都有大面积种植，他们选育的“敖谷1”“敖
谷3”“敖谷八千”等19个优良品种也已推广
到全国。

近几年，卢瑞香夫妇在新惠镇横沟子村
进行谷子选育种试点，已有初步的成果，该
村被确定为农民种子网络试点村。

“搞选种育种，也有不少麻烦事。”卢瑞
香说，刚开始，农户种下他们的种子后常有
出苗率不高或庄稼出现变异的情况，后来，
两口子经过请教专家和自学后，给农户辅导
种子知识，精心指导他们种植，“播种时种
深、种浅了都不行，地太湿、太干也不行。农
户播种技术提高了，庄稼也就长好了。”

2020年，卢瑞香和丈夫又建了一个生
态农场，还请来土壤专家，对农庄的土壤进
行了改良，种植自己选育的粮蔬新品种，并
实行种养结合，走绿色农业发展之路。卢
瑞香坦率地说，他们的公司已经走上正轨
了，但销售团队还不强，公司培育的一些优
良品种在全国范围内知晓率还不高，今后，
他们将加强新品种的宣传与推广，让来自
小米之乡的优良品种惠及更多农户和消费
者。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农民种子网络公众号）

2020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首次将解决好种子问题作为2021年经
济工作重点任务之一单独列出，并明确了
三项关键任务：一是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
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二是尊重科学、严
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三
是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
场种业翻身仗。

解决好种子问题，首先要保护好种质
资源。多样性的种子系统既是农民生产
和生活的基础，也是育种家培育作物新品
种的原材料，也是品种选育不可缺少的来
源。过去数十年，我国在利用和改良品种
资源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为提高农作物
生产率和粮食产量连年增产，做出了重要
贡献。随着杂交品种的推广，加之人们的

保种意识淡化，一些地方品种和老种子在
民间流失。据有关机构统计，1940～1990
年，水稻品种从 4.6 万多个减少到仅 1000
多个，小麦品种从1.3万余个减少到500～
600 个，玉米品种从 1 万个减少到 152 个。
因此，保护农作物地方品种，成为越来越
紧迫的任务。

地方品种的保护，离不开农民的积极
参与。因为种质资源必须保持活性，需要
不间断的种植和选育，而且需要本土气候
与环境的滋润。农民对祖辈们赖以生存的
土地和传统农作物知根知底，可以在耕种
过程中使一些地方品种得到更好地保护和
传承。当然，一些地方品种由于产量较低、
推广范围有限，难以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益，
因此，它的保护与传承，还需要政府和社会

的支持，也需要参与者有较强的公益和奉
献精神。

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一批以农村
妇女为主体的民间保种育种队伍在壮大。
这些留守偏远乡村的妇女是农业生产的主
力，也责无旁贷地挑起了保种育种的重
担。她们默默耕耘，像抚育生命、抚爱孩子
一样，精心呵护世代流传下来的农作物种
子，让它们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让它们一
代比一代健康、强壮。

在保种育种过程中，妇女们也在成
长，思想境界不断提高，技术素质逐渐增
强，并成长为农民育种家。虽然自己的
经济收益较低，甚至亏损，但一种“大爱”
支撑她们执着坚守，正如纳西族妇女、农
民育种家张秀云所坦承，“我们现在吃喝

都不愁了，赔本也要做点对人类有益的
事情”。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的保种育种骨干
力量在逐步带动当地的年轻人，共同参与
保种育种活动和工作，还有一些先行者，如
广西马山古寨的巾帼致富带头人陆荣艳、
内蒙古敖汉旗的农民育种家卢瑞香等，正
在探索市场运作模式。他们成立农民种子
企业，拓宽以本地市场为主的多元市场链
接渠道，通过销售部分优质种子，让保种育
种的农户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市场模式
的运作无疑将更好调动农民参与资源保护
的积极性，有助于地方品种保护和利用的
长期持续进行。

有了丰富的种质资源，打赢种业翻身
仗就有了坚实基础。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
记者 许真学

■ 李伶俐 文/摄

“这是我们刚从村民家中收集回来
的鸡蛋，非常新鲜……”1月20日上午，
坐到长条桌前，重庆市江津区一江善品
电商负责人董雪梅又开始了她的直播。

1986年出生的董雪梅原本在上海有
着一份电商行业高薪工作，2016年，因母
亲突患重病，她回到家乡照顾母亲。
2018年母亲逝世后，她没有再外出，而是
决定留在家乡，做了一名“新农人”。

在照顾母亲期间，董雪梅常帮上海
的朋友们寄些土货，久而久之她的朋友
圈也成了村民们销售土货的圈子。“那
天，一位扶贫干部带我爬上山，看着山
下的云海，我就打定主意留下来，帮助
像母亲一样在农村辛苦劳作的农民把
产品卖出去。”董雪梅对中国妇女报·中
国妇女网记者说。

不会做生意的“二小姐”

“刚开始是单打独斗，走村串户收
鸡蛋、豆子、条粉等农产品，经常天不亮
就出门，半夜才回家。”回想起创业之初
的经历，董雪梅说。

有一天，扶贫干部说，嘉平镇大垭
村一名70多岁的老人得了眼疾，家里
三头土猪和鸡鸭没卖出去，家里的饲料
也快喂完了，非常着急。董雪梅得知后
二话不说，马上前去收购，结果，因为当
时乡村道路没修完，又遇上下雨，车子
开到半山腰就下不去了。附近的青壮
年都出去务工了，找不到人送货。

“我想，答应了的事情，不能让他们
失望啊。”她和两位老人商量后，决定用
背篼背。他们踩着泥泞的道路，往返四
五趟三个多小时，终于把两头宰杀后几
百斤的猪肉和27只鸡鸭，背出来卖了
出去，老人收入近两万元。“还有一头，
我联系了买家上门收购。”

有时候，农户拿出的产品太次，卖
不出去，董雪梅就将它们带回家自己
吃。一些朋友因此称她是不会做生意
的“二小姐”。

“正是因为我‘二’，我收获了农户
的信任。”董雪梅告诉记者，农户得知她
要上山收货，早早地就打电话请她到家
里吃豆花，今年春节还没到，已有七八
户农户邀请她去他们家里过年。乡亲
们的淳朴和善良让她十分感动，也让她
更加坚定了帮助乡亲们的决心。

“不怕苦，日子才会更甜”

帮老人卖猪的艰难，让董雪梅意识到不能单干，
她决定成立公司，吸引一批和她一样有志于帮助家
乡人的共同创业、发展的伙伴，帮助农户销售更多农
产品。

“一江善品”电商很快成立起来，此后一年多的
时间里，董雪梅带领团队跑遍了全区20个村子，并
在多个贫困村开展了系列电商扶贫活动，多次为嘉
平镇、蔡家镇、西湖镇和贾嗣镇等策划了消费扶贫以
及网络直播活动，还与13个村子签订了长期供销协
议。

为了方便运输，公司在李市镇龙吟村建立了仓储
配送网点，覆盖周边乡镇的7个村子，通过集中采购、
选品分装、贴标打包等标准化流程，严控产品质量。
他们还在江津城区中心区建立了电商线下直营体验
店，让更多的城里人能更方便地买到一手土货，拓宽
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公司还与贾嗣镇玉皇村集体合作，利用废弃校舍
改建了一个3000平方米的扶贫车间以及乡村网络直
播教学基地，为乡村人才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现在，
公司已入驻了江津区电商中心、重庆市消费扶贫馆、
拼多多、淘宝网等购物平台，并通过抖音、快手等短视
频平台打开了销路。

“只要是村民想卖的农产品，我们都会想办法帮
忙卖出去。”两年来，一江善品已帮助当地农户卖出了
500多万元的农产品，董雪梅也获得了江津区“脱贫
攻坚最美巾帼奋斗者”荣誉称号。

“我们把利润看得很薄，但把与乡亲们的情谊看
得很重。”董雪梅说，在创业过程中她遇到过糯玉米遭
受病虫害，自己赔本赚吆喝，遇到过货款迟迟收不回，
资金链断裂，卖了车又差点儿卖房等困难和挫折，但
每次她都挺了过来。

“遇到困难时，我总会想起母亲说的话，‘如果怕
累，就会饿肚子；如果怕苦，日子就会缺少甜’。”董雪
梅说，“我不怕苦也不怕累，接下来，我还想带领村民
们一起去创造更多的甜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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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性新女性新农人·

两年来，董雪梅的一江善品帮助当地农户
卖出了500多万元的农产品。

一颗种子，孕育着生命，承载着悠远的农耕文化和农民浓
厚的土地情怀。

在我国乡村，有这样一群农民，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多年
来，他们像对待稚嫩生命一样，珍爱、保护着世代留传下来的农
作物种子，并和农科农技专家们一道选育新品种。这些普普通
通的农民，成为土地和作物生命的坚实守护者。

张秀云在种子实验地里收获玉米。
经过7年培育，她成功增育了一批玉米新
品种，有了以她名字命名的“秀云1号”
“秀云2号”“秀云3号”品种。

▲

陆
荣
艳
在
上
古
拉
社
区
种
子
库
检
查
种
子

保
存
情
况
。
目
前
，该
种
子
库
已
保
存
六
十
三
个

品
种
，其
中
有
三
十
七
个
为
本
地
传
统
品
种
。

▲
卢
瑞
香
在
实
验
地
里
查
看
高
粱
长
势
。
这
些

年
，她
和
丈
夫
种
植
了
五
十
余
种
老
种
子
，他
们
自
主

研
发
的
高
粱
新
品
种
在
全
国
多
地
得
到
推
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