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玉娟

发展油菜产业，事关农牧民脱贫

致富和乡村产业振兴。近年来，我省

立足冷凉气候特点和农牧民生活实际

需求，将油菜产业列为全省农牧业十

大特色发展产业之一，出台了一系列

支持油菜产业发展的政策。经过科技

人员不懈努力，全省油菜产业竞争力

不断提升，展现出巨大发展潜力。

科技特派员保驾农业生产

高原的夏季姗姗来迟，虽已进入

五月，但一场极端低温天气，却对我省

东部农业区已播种的农作物造成不小

伤害。

“4 月中旬种植的早熟油菜，大概

有 70%出苗较早，其中出苗的 80%冻害

严重。4 月下旬种植的播期相对较晚，

加上播种时土壤干燥、墒情差，目前大

部分才陆续出苗，所以冻害轻……”

5 月 4 日，在化隆回族自治县扎巴

镇双格达村成翔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油

菜种植基地，省农林科学院春油菜研

究所几名专家仔细查看着受冻害的油

菜，审慎地做着研判。

查看完双格达村的灾情，专家们

又快速赶往另外受灾的村镇，进行早

熟油菜灾后调查。

经过仔细查苗和了解播种量，专

家们稍感到一丝安慰。

“由于合作社播种量较大，亩播量

超过 0.8 公斤，约有 0.25 公斤左右的种

子还在陆续出苗，加上已长出的未受

冻害的苗和受冻害轻的苗，按照早熟

油菜栽培密度，目前情况看能够满足

种植要求。”省农林科学院春油菜研究

所种子繁育与推广中心主任唐国永给

出了肯定。

针对 5 月初全省东部农业区极端

天气，省农林科学院派出科技特派员，

积极应对高海拔区早熟油菜种植地冻

害灾情。

“合作社近期要密切关注出苗情

况和苗期虫害防治，同时要在油菜封

行期喷施我们工作站提供的新型叶面

肥‘新美洲星’，促进油菜生长发育，将

损失降到最低。”省农林科学院油菜研

究所研究员柳海东，对种植合作社负

责人做着苗期具体管理指导。

今年以来，化隆县与省科技厅、省

农业农村厅有效衔接，强化科技支撑，

成立 4 个“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派驻

省市县的 30 多名科技特派员，开展农

业科技服务工作。

作为工作站技术负责人，唐国永带

领团队配合化隆县 10 万亩（6666.7 公

顷）油菜花海基地建设，为扎巴镇本康

沟彩色油菜展示基地提供技术支持。

“该基地种植有特早熟甘蓝型淡

红花、深红花品种；早熟紫叶芥、爪叶

白、淡紫色品种，这些品种不仅从苗期

至盛花后期均表现出不同的叶色、叶

形和花色，而且花期有近两个月时长，

延长观赏旅游时间。另外，这些品种

收籽产量比当地种植的白菜型油菜高

10%以上。所以彩色油菜品种种植，做

到了农旅融合，使油菜的多种功能得

到利用的同时，产业也提质增效。”唐

国永介绍。

据了解，今年起，中组部会同有关

部委将向 160 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选派科技特派团，开展科技人才服务

“三农”工作。我省 15个国家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被纳入选派范围。

“今年，我们化隆县科技特派员 4
号工作站技术人员在省农科院专家的

带领和支持下，经过多日奋战，完成了

本康沟彩色油菜新品种示范、昂思多

镇千亩油菜新品种示范，还有青稞、玉

米新品种示范试验等种植和技术指导

服务。”化隆县农科局能源办主任刘立

德说。

“科技特派团围绕产业技术指导

服务、品种技术引进推广、技术瓶颈集

中攻关、本土人才培养帮带、农业产业

功能拓展等方面，了解重点帮扶县的

科学技术需求，切实满足广大群众需

要，建立科技特派团信息沟通机制，由

县相关部门随时收集和汇总科技需求

信息，及时反馈给专家组动态调整，使

信息传达更便捷，服务保障更到位。”

唐国永说。

新品种引领产业跃升

我省是全国春油菜最佳生态适宜

种植区，经过几代科研工作者不懈努

力，我省育种技术领先全国春油菜产

区。以省农林科学院为主，先后育成

了青杂 15 个系列品种，12 个品种通过

国家审定登记，在青海、甘肃、新疆等

春油菜区推广面积达到 400 万亩(26 万

多公顷）以上，占北方春油菜区种植面

积的 85%，增产 20%以上。

随着青杂 1 号、青杂 2 号、青杂 5
号、青杂 6 号……高产、优质春油菜新

品种的不断问世，春油菜繁种制种产

业异军突起，成为我国杂交春油菜最

主 要 的 种 子 供 应 基 地 。 其 中 青 杂 2
号、青杂 5 号，先后成为我省乃至全国

北方春油菜区的主栽品种，青杂 7 号

成为春油菜区早熟品种的主栽品种。

近几年，我省又相继将新品种青

杂 9 号、青杂 12 号、青杂 15 号推向全

国。其中，青杂 15号晚熟品种，可在海

拔 2700 米以下无霜期较长地区种植，

产量、品质和抗性明显优于北方春油

菜现有主栽品种，已在青海、甘肃、新

疆、内蒙古、山西、宁夏等省区开始大

面积示范推广种植。

参与试验完成 8 个系列杂交油菜

品种、培育出我省第一个双低白菜型

油菜杂交品种青油 19 号的唐国永，与

春油菜结缘已经 22 年。他主持的“油

菜新品种规模化制种关键技术研究与

产业化”项目，建立了全国最大的杂交

油菜制种基地，年制种面积达 1.5 万亩

（1000 公顷），年生产杂交油菜种子 150
万公斤以上。项目实施期间与我省最

大的制种企业青海互丰农业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联合，率先引进、集成应用全

膜覆盖杂交油菜制种技术，提高了杂

交油菜制种机械化水平，制种单产提

高近 20%，种子纯度提高 5 个百分点，

每亩降低去杂、除草等生产成本 200
元。

规模化制种基地的建立以及制种

关键技术的突破，解决了春油菜区近

十 年 来 杂 交 油 菜 种 子 供 不 应 求 的 问

题，而且部分品种种子可以储备，为北

方区杂交油菜种子备荒做出了贡献。

“青海特早熟甘蓝型杂交油菜比其

他地区的品种早熟一个月，种植海拔超

过 3000 米，这两项均处于世界领先水

平；特早熟甘蓝型春油菜比高海拔地区

原 有 的 白 菜 型 春 油 菜 主 栽 品 种 增 产

25%-50%，不但种植海拔上限提高了

200 米，而且带动全省以及我国北方春

油菜实现了三次品种换代，显著提高了

我国春油菜整体种植水平。”说起青海

春油菜的发展，唐国永无比自豪。

作为海东市第二大种植作物，油

菜在发展主导产业、促进农业增产增

收、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起到了

重要载体作用。2021 年，海东市油菜

播 种 面 积 达 71.09 万 亩（47393.3 公

顷），产量达到 11.9 万吨。互助土族自

治县、平安区、化隆县、乐都区等县区

先后成为全市乃至全省重要的油料生

产大县和商品化生产基地，全市油菜

单产平均达到 167.4 公斤，菜籽油总生

产量达到 4.4万吨。

“近年来，海东市充分发挥外省春

性和半冬性油菜杂交制种最理想制种

基地的优势，通过企业+基地+农户经

营模式，使油菜制种规模达到 2 万亩

（1333.3 公 顷）以 上 ，每 年 向 甘 肃 、新

疆、内蒙古供种 100 万公斤至 150 万公

斤左右。”海东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2021 年，西宁市湟中区在全区海

拔 2800 米以下的区域推广油菜新品种

青杂 15 号 6 万亩（4000 公顷），将近占

全区油菜种植面积的 30%。

“我们重点在鲁沙尔和上新庄镇建

立2个青杂15号万亩示范基地，经测产，

青杂 15 号平均亩产达到 221.7公斤，较

常规品种每亩增加 28.7公斤，新增油菜

籽产量 57.4 万公斤、新增产值 344.4 万

元。整体表现出产量高、出油好、品质优

的特点，同时也能很好地适应农业机械

化生产，受到种植户们一致好评。”湟中

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在省农业农村厅、省科技

厅的大力支持下，我省农林科学院春

油菜研究团队与中国农科院油料所合

作，研究比较了青海春油菜和南方冬

油菜区的甾醇含量，发现青海春油菜

的 甾 醇 含 量 比 南 方 冬 油 菜 高 30%以

上。而且随着海拔的升高，甾醇含量

也随之增加。

“甾醇可以有效降低人体血液中

胆固醇的含量，预防治疗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我省春油菜的

甾醇含量高这一最新发现，为我们生

产高甾醇菜籽油、打造高端食用油提

供了有利条件。”唐国永告诉记者。

2021 年末，我省春油菜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与内蒙古呼伦贝尔农科集团

有限公司，为进一步提升呼伦贝尔地

区油菜效益，签订了科企联合育种示

范推广攻关协议。此协议的签订使我

省优势科研单位针对企业的诉求有的

放矢开展工作，也为科企联合攻关开

辟了一条新路。

“金色”产业助力致富增收

门源回族自治县是我省最大的小

油菜种植区和重要的粮油基地。但门

源海拔较高，无霜期短，长期以来都是

种植生长期极短的白菜型油菜，品质

差，产量较低。

我省春油菜研究团队在充分调研

的基础上，提出了用特早熟优质甘蓝型

油菜杂交种青杂 4 号替代当地白菜型

油菜的扶贫思路，在浩门镇西关村、圪

垯村示范推广青杂 4号，在田间地头指

导农牧民播种、施肥、间苗除草、收割。

研究团队利用科研项目经费，近 3年时

间 ，为 定 点 扶 贫 村 免 费 供 应 3.6 万 亩

（2400公顷）青杂4号种子及防虫药剂。

通过科技帮扶，青杂 4 号平均亩

产达 150 公斤，比之前种植的浩油 11
号增产 32%左右，每亩增收油菜籽 36
公斤，增收 180 元。青杂 4 号的推广种

植带动两个定点扶贫村累计新增收入

648万元，户均增收 1250余元。

“这几年油菜平台的专家们，指导

帮 助 我 们 种 植 特 早 熟 优 质 甘 蓝 型 油

菜 ，收 成 显 著 提 高 。 去 年 我 种 植 的

2600 亩（173.3 公顷）油菜大丰收。专

家团队从供应种子、农资，到播种、后

期的田间管理，一直到收获，全程进行

指导，我们心里很踏实。”浩门镇西关

村种植大户蒋刚很感动。

贵德县尕让乡阿言麦村是贫困村

之一。科研团队在扶贫调研中发现，

该村种植的油菜品种落后，而产量高、

抗倒性强、含油量高的油菜新品种青

杂 15号，适宜在该地区种植。

科研团队通过成果转化和定点扶

贫工作相结合的方式，免费为该村提供

650 亩（43.3 公顷）的油菜种子，在油菜

种植过程中进行全程技术指导和服务。

“青杂 15 号收获后，每亩增收 75
公斤左右，出油率比以前种植的油菜

品种高 7 个百分点，种植户每亩新增

收入 500元左右。”柳海东说。

“为了表示感谢，我们村的乡亲们

专门去给农科院的专家们赠送了一面

锦旗，感谢专家们对我们脱贫致富的

帮助。”阿言麦村老党员洛加说。

2021 年，青杂 15 号在互助县得到

了大力推广，五十镇、丹麻镇、东和乡、

东山乡、林川乡及塘川镇 6 个乡镇均

实施了油菜产业提质增效项目，共种

植青杂 15号 2万亩（1333.3公顷）。

青杂 15号在互助县五十镇荷包村

示范推广以来，科研团队为村民免费

提供油菜籽种、有机肥等农资，并大力

推广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和病虫害绿色

防控等技术。

“通过高产栽培技术集成，村民们

种植的青杂 15 号，平均亩产比以前种

植的老品种增产 10%左右，每亩增产

优质油菜籽 30 公斤，每亩增收约 150
元，全村共新增收入约 20万元，户均增

收约 800 元。”农林科学院春油菜研究

所研究员赵志介绍。

今年春季，海东市乐都区芦花乡

今年在上万亩山地播下了油菜种子，

两个多月以后，芦花乡将呈现出万亩

油菜花海。

“到时大批游客可在芦花乡赏花

海、品美食、游乡村。到秋天，乡亲们

又可以收获沉甸甸的油菜籽。我们乡

上已经有一家油菜专业合作社，无论

榨油还是直接卖掉，乡亲们都可以得

到一笔可观的收入。”芦花乡党委书记

王才郎吉笑着说。

“今年我们和磨台、浪下、朵巴营、

斜沟门等 15 村续签了油菜供销协议，

种植面积近 600 亩（40 公顷），比去年

多了 180 亩（12 公顷）。”乐都区瞿昙镇

徐家台村瞿景榨油坊负责人徐世林，

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向本村和周边油菜

种植户收购原料。据悉，通过订单种

植，油菜产量预计将增加 5.25 万公斤，

户均收益近 800元，农户种植积极性大

大提高。

近年，海东市大力发展油菜产业，

油 菜 生 产 面 积、产 量、商 品 化 稳 步 提

高，目前已基本形成了川水、浅山地区

杂交油菜产业带和脑山地区白菜型油

菜产业带，油菜生产由典型的传统单

一农业产业发展成为集生产、制种、加

工、销售、以花为媒的旅游开发为一体

的现代农业全链条大产业。

“今年我们在化隆、共和、门源等

县海拔 2800-3100 米区域推广特早熟

双低甘蓝型杂交油菜青杂 4 号及配套

技术约 8 万亩（5333.3 公顷）；在互助、

大通、湟中、平安等县海拔 2800 米以下

区域推广中晚熟双低甘蓝型杂交油菜

青杂 15 号及配套技术 15 万亩（1 万公

顷）。”唐国永说。

目前，我省油菜种植面积已近 240
万亩（16 万公顷），油菜籽总产量 30 万

吨以上，总产值 13.5 亿元以上。全省

油菜产业已展现出巨大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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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娟

我省是春油菜最佳生态适
宜种植区，油菜生长期气候冷
凉，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种子
籽粒饱满，发芽率高，品质优良。

作为我省主要农作物之一，
油菜产业的发展，关乎农牧民脱
贫致富和乡村产业振兴。

多年来，我省高度重视油菜
产业发展，省委、省政府将油菜
确定为高原特色农牧业十大重
点发展产业之一。全省不断加
大油菜科研投入力度，培育出一
批适合省情气候特征、高产优质
的品种。随着良种良法和科技
增产措施的推广，以及各项惠农
政策的落实，农民种植积极性普
遍提高，产量稳步增长。

目前我省油菜产业已基本
形成东部农业区优质甘蓝型油
菜、海南藏族自治州和海北藏族
自治州高海拔区白菜型油菜两
大产业带，建成全国最大的春油
菜制繁种基地。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输出地的打造，更为油菜产
业高质量发展带来前所未有之
机遇。

在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我
们也看到，我省油菜种植仍然存
在经营分散、产业链条延伸不
够、市场收购价格低等问题。生
产企业也存在底子薄、基础弱，
行业标准不完善，单打独斗，品
牌宣传渠道不畅通等现状。

因而，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
条件，依托资源、产业和区位优
势，我省要把优势资源变成优质
产品，打造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产
业发展道路。

要加大对油菜良种的补贴
力度，进一步发挥良种补贴在农
民增产增收中的积极作用，降低
生产成本，持续稳定种植面积。
大力推广机械种植、收割，加大
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标准粮田
设施建设，提高生产效率，降低
用工成本。

大力提高规模化生产，通过
开展集中连片种植，发展油菜规
模经营，从单一的食用菜籽油生
产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因地制宜
发展“观光油菜”产业，推动农旅
融合发展，增加种植户多元化经
济效益。

同时，加强对油菜籽精深加
工等项目的研究，延长产业链，
提高油菜附加值和油菜产业整
体效益，提升农业生产增效空
间，拓宽农民持续增收渠道。

要进一步加强院地合作机
制建设，实施力量互补，充分发
挥和利用科研单位技术专家的
智力资源、新技术研发、新品种
选育等能力优势，整合种植大县
高产创建的项目、资金和技术平
台，狠抓高产高效复合种植模式
研发，增强品种和技术贮备，强
化油菜产业可持续发展。

结合各地农广校高素质农
牧民培育工程，以及农业技术推
广部门各种形式的新技术新品
种的推广培训，引导农户，做好
技术服务，提升基层技术实力。

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进一
步提升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突
出菜籽油丰富的营养价值和保
健作用，推进精深加工、打造高
端品质。完善质量检测体系，实
现生产全过程监管，不断提升品
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企
业大力发展订单生产，明确责权
利关系，形成“利益均沾，风险共
担”的经济共同体，保障农民利
益，将农户纳入产业化发展体
系，稳定产业发展基础，也为企
业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油菜种植基地。 秦俞东摄

门源油菜花海。 秦俞东摄

科研人员技术指导。 王文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