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昌市地处四川省第二大平原安宁河流域，属

亚热带季风气候，光热资源充足；年温差小、昼夜温

差大，日照充足，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生产的杂

交玉米种子商品性好、产量高。2013年被确定为国

家级杂交玉米制种基地，是国家西南片区唯一的热

带血缘硬粒型玉米制种基地。

1 发展现状

西昌市自2006年开始发展玉米制种，通过多年

发展，玉米制种全部实行订单生产，已成为农民增收

致富的支柱产业。目前北大荒垦丰种业、西南科联种

业、四川仲邦种业、广西兆和种业等25家大中型制种

企业在西昌市进行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已建成一个鲜

果穗烘干加工厂，现正在新建两个鲜果穗烘干加工厂。

常年制种面积 5 333.33 hm2，2017 年种植面积达

6 152.67 hm2，涉及全市18 个乡镇，60 个村，制种组合

211个，平均单产4 350 kg/hm2，总产量2 676.41×104kg，

总产值24 500万元，平均产值为39 820.2元/hm2，较种

植商品玉米农户每hm2增收12 000元以上。

2 保障措施

2.1加强领导，为基地建设提供组织保障

西昌市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实行

“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层层落实责任，

将玉米制种工作纳入市委、市政府对乡镇的年度目

标考核。采用“政府引导、龙头带动、规模种植、集

约发展”的模式，切实加强领导，加大扶持力度。

2.2制定规划，完善制度，确保基地稳定发展

西昌市农牧局制定了《西昌市杂交玉米制种基

地区域规划》，划定制种区，确定隔离带；制定了《西

昌市杂交玉米制种基地管理办法》强化制度管理、

规范制种行为，严把种子质量关。

2.3建立风险保障机制，抓好农业保险

西昌市政府鉴于西昌灾害性天气频繁，种子生

产风险大，2013年将玉米制种引入政策性农业保险

机制，出台制种玉米特色农业保险扶持政策。从

2014年开始西昌市财政对玉米制种特色农业保险

进行补贴，每 hm2补贴 1 050 元，2017 年每 hm2补贴

增加为 1 125元，为玉米制种建立了良好的风险保

障机制。

2.4 订单生产，保障制种农户的利益

制种玉米是全市发展最大的订单农业，全部实行

订单生产。采取“公司+种子专业合作社+农户”，鼓励

多种生产经营模式，降低生产风险，保证农户收入。

2.5 整合项目资金，强化基地基础设施建设

西昌市政府围绕国家级玉米制种大县建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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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省级现代种业提升工程为平台，整合财政现代

农业生产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建设用地有

偿使用费、粮食生产大县奖励资金等项目资金发展

玉米制种基地。截止2017年，市政府整合涉农项目

资金 2.33亿元，逐年投入在玉米制种基地乡镇，通

过“田网”、“渠网”、“路网”建设，建成5 640 hm2高标

准农田，田型调整 2 900 hm2，极大地改善了基地农

田基础设施条件。

3 多项并措，推进基地建设

3.1建立基地服务管理平台

西昌市农牧局在 10个基地乡镇、8家制种企业

建设网络信息测报点，建成市乡两级网络信息服务

管理平台，逐步实现田间生产监测、管理调控、信息

采集、种子信息发布等网络信息管理平台。

3.2 依托各类项目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西昌市农牧局充分利用“四川省现代种业提升

工程西昌市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和“西

昌市玉米制种大县财政奖励资金项目”扩大玉米制

种生产基地面积。截止 2017年建设玉米制种基地

866.6 hm2。修建渠网50 309.8 m、路网25 953.75 m、

机耕桥479 座、涵管1 516 m、人行桥43 座。

3.3 创新生产组织形式，推进基地规模化建设

西昌市农牧局鼓励、引导种子企业聚集基地组

织玉米制种，建产健全“公司租赁承包”、“公司+种

子专业合作社+农户”等新型生产组织模式，鼓励种

子企业、制种大户流转土地建基地，对集中连片流

转土地 13.33 hm2以上的，每 hm2补贴 7 500 元。目

前全市6.67 hm2以上的制种大户已有62 户。

3.4 创新生产机制，推进基地机械化建设

西昌市农牧局补贴制种企业购置现代种子加

工、检验检测设备，推进企业种子加工、检验机械化

进程。补贴基地制种企业、大户购置玉米制种生产

大中型农机具，加快玉米制种全程机械化进程。

3.5 推广生产新技术，推进基地标准化建设

种子管理部门通过技术培训、试验示范、新技

术新机械推广，强化农机和农艺技术互相融合，提

高制种农户的技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4 加强基地监管、确保种子生产安全

4.1强化培训宣传工作

种子管理部门对全市制种企业、种子批发商、

零售商开展以《种子法》、《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

相关法律法规为主的宣传培训，开展有针对性的专

题讲座、转基因检测专项培训、现场技术培训指导，

提高业主的法律意识及制种水平。

4.2狠抓制种企业种子生产经营备案工作

种子管理部门严格实行市场准入制度，依法对

辖区内的玉米种子生产经营企业进行严格的审核

登记，对不具备条件的生产经营户进行依法取缔。

杂交玉米制种企业按照《种子法》要求，在农业部种

子管理平台上通过网上备案的方式进行备案。

4.3划定制种区，确定隔离带

种子管理部门会同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村

小组根据制种企业报的制种计划，每年共同划定

《西昌市杂交玉米制种基地区域规划》，从空间隔离

或时间上隔离，保证种子质量。

4.4加强种子生产检疫、转基因检测

（1）产地检疫

为了防止检疫性的有害生物传入传出西昌市，

确保农业生产的安全，植物检疫部门对全市所有制

种基地的田块开展大面积拉网式的检查，实施全面

产地检疫。

（2）转基因检测

种子管理部门要求制种企业出具非转基因品

种承诺书，对辖区内所有制种组合进行转基因检

测，做到检测全覆盖，从源头上保障了种子生产和

种子质量安全。

4.5 严格种子执法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生产经营种

子的行为

种子管理部门与执法部门配合，做好各种子企业

许可情况、合同、面积等方面情况的检查工作，杜绝无

证企业生产种子。做好合格种子企业信息的发布工

作，做好辖区内种子生产、经营企业的跟踪服务工作。

4.6 建立种子生产经营诚信体系

西昌市农牧局建立和完善种子企业和种子生

产基地的信誉评估体系，指导完善“西昌市国家级

玉米制种基地管理办法”作为推进种子产业发展的

关键措施。种子管理部门与种子协会密切配合，每

年对本辖区内种子企业进行信誉评定，并将评定结

果在媒体上进行公布，告知到各基地乡村组，为农

民选择制种企业提供权威信息，以确保西昌市种子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5 存在的问题

5.1制种秩序及基地布局不够合理

由于玉米制种过程中存在无序竞争、抢撬基

地，乱许诺、乱表态，哄抬价格，多家制种企业在同

一区域、同一个村制种，致使制种基地稳定难，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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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隔离区不达标，给种子质量埋下了隐患；由

于制种基地面积争抢激烈、生产成本加大、制种农

户对种子产业的期望收入高、增加种子收购难度，

为制种产业有序发展增加了一定难度。

5.2 制种农户的诚信意识差

个别农户与公司、村社干部有矛盾，或者想通

过获得赔偿而谋取个人私利，有意在制种田内夹杂

种植商品玉米。个别制种农户不讲诚信，不履行合

同，恶意串通、私留、倒卖合同内的种子。

5.3 无序生产或非法生产现象依然存在

个别的乡、村、组干部对杂交玉米生产规范或

种子企业不了解，无序的引进或引进无生产许可证

的企业生产种子，并乱签杂交玉米制种合同，制种

合同对双方都无约束力。准入企业多、小、杂，有个

人私繁现象的发生。

6 基地发展方向

6.1 强化种子质量全程监管

种子管理部门要抓“源头”管理，督促企业提高

种子质量，确保农业生产用种安全。一是依法严格

企业准入制度，加强对制种企业资金、资质的审查、

核实，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坚决不予准入；二是严格

企业备案制度，各制种企业办理了生产许可证后再

制种，并在播种后将生产地点、品种名称、生产面积

等信息向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种子管理站）备案；三

是严格亲本抽检制度和苗期、花期、成熟期果穗转

基因检测等方式，对亲本种子进行有效的监督，确

保亲本种子质量；四是严格区域布局，有效地杜绝

一个制种企业在多个村制种、一个村有多个企业制

种，一个品种在多个村生产，一个村生产多个品种

的现象，实现一乡一企、一村一品，有效降低隔离成

本和生产管理成本。

6.2 推动玉米制种产业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发展

农业主管部门要以基地建设为依托，推进基地

规模化、用地集约化、技术标准化、生产机械化、管

理信息化，努力将西昌市建设成为国家一流杂交玉

米种子基地。

市政府要继续整合涉农项目资金，优先实施制

种基地“田网、渠网、路网”改造，提升基地生产能

力，将零星制种区调整归并成片，实现集约化发展。

农业主管部门要鼓励种子企业流转土地建基地

自营自管，创新“公司租赁承包”、“公司+种子专业合

作社+农户”等新型生产组织模式，进一步建立直接管

控的制种基地，实施标准化、专业化、规模化生产。

农业主管部门要积极培育专业合作社和公共

服务公司，鼓励购置玉米制种大中型农机具，开展

机耕、机播、机防、机收、果穗机械化烘干等专业化

生产和社会化服务，加快实现杂交玉米制种全程机

械化进程，推进规模化发展。

6.3 进一步优化制种企业

种子管理部门要对无生产许可证的企业采取

强有力措施坚决打击和取缔；对扰乱西昌市制种企

业秩序的坚决打击和取缔；保留或引进公司实力

强、重信誉，能进行规模化生产的企业。

6.4 完善基地规划，完善制度，确保基地有序发展

种子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完善《西昌市杂交玉米

制种基地区域规划》，合理规划制种区，确定隔离

带；进一步优化《西昌市杂交玉米制种基地管理办

法》，强化制度管理、规范制种行为，确保制种玉米

有序生产。打造监管有力、服务到位的种子管理体

系和队伍，完善制种质量监管体系，重点提升种子

管理机构的种子检测能力和种子市场监管能力，营

造公平公正、竞争有序的种业发展环境。

6.5 进一步强化风险保障机制，降低玉米制种生产

风险

政府加大对玉米制种特色农业保险的投入，继

续将玉米制种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和特色农业保

险机制，降低玉米制种生产风险。建立健全政府支

持、制种企业和制种农户参与，商业化运作的玉米

制种生产风险分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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