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孙逊 本报记者 刘建新 摄影

“山东作为全国种质资源保护大省、高蛋白大豆研发和品
种输出大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持续向优质、高产新品种
开展科研攻关，把更多优质种子种向大江南北，为种业振兴贡
献力量，这是我们的梦想！”山东圣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书平带领研发团队，18年来致力于种业振兴，将种业“芯
片”越擦越亮，让一粒粒好种子长成农民的致富希望。山东圣
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已连续十多年被业界公认为中国油料作
物种子领军企业，豆种全国第一，花生种高端品牌领导者。

新品种孕育新希望
在位于嘉祥县的圣丰育种实验室，王书平和他的研发团

队正在对“圣豆3号”进行遗传多样性的进一步分析测试。历

时8年，“圣豆3号”已经完成了国家试验程序，数据符合国家
审定标准，即将取得国家品种审定证书，进入市场化示范推广
应用。“它的蛋白含量是48.86%，比普通大豆的蛋白高出5个
百分点，它的抗逆性也比较好，抗病、抗倒都比较好，品种适应
性也比较广。”王书平告诉记者。

大豆是最重要的植物油脂和蛋白质源，但大豆的产量、品
质等性状常受多种基因控制，常规育种手段难以获得高品质
后代。圣丰种业科研团队利用混合系谱法基因育种技术，培
育出上千株样本，大海捞针般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亲本品种，再
进行加代测种，进一步加速育种成果转化。在山东圣丰种业
的转基因气候室，记者看到，虽然室外寒风袭人，室内却暖意
融融，一株株豆苗亭亭玉立、相互簇拥，长势喜人，这些都是研
发育种人员精心选育的世代材料，通过提供适宜大豆生长的
环境和温度，可以有效加快繁育速度，缩短繁育进程。

为进一步加快品种选育步伐，圣丰种业组建高水平创新

研发团队，将高科技创新种质资源方法与田间品种选育经验
相结合，利用人工气候室技术，模拟大豆培育、生长过程中的
温度、湿度、土壤等环境条件，可以极大地缩短大豆的生长期，
便于加代繁殖，加快研究速度和成果转化。

“我们这个气候室的目的是为了培育新品种，通过提供符
合大豆自然生长条件的光照和温度，然后来加代培养。通过
我们这些加代培养，可以大大地提高产出效率，做好技术储
备，为以后的推广做好充足的准备。”公司科研人员张霄汉介
绍。

强资源提供强保障
在4摄氏度恒温恒湿的圣丰种质资源库，记者了解到，这

里存放着三万多份具备多种特性的种子。它们从全国收集而
来，虽然有些已“沉睡”了六七年，但仍能保持85%以上的发
芽率，为种源核心技术的攻关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被称为
种子界的“诺亚方舟”。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质资源是制作“芯片”的基础，也
是现代育种的物质基础。圣丰种业十分重视种质资源收集、
鉴定、创新和利用，先后投入4000万元用于专业技术人才引
进，以及培养、种源收集、创新和种质资源库建设。目前资源
库中大豆资源20507份，花生1393份、小麦2175份、棉花
2742份，为圣丰种业研发提供了强有力的核心保障。

嘉祥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冬丽告诉记者，嘉祥
县聚焦“种业强县”建设目标，集聚制种大县、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等奖励政策，争取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强化
各要素全程保障服务，全面提升县种业企业科研创新能力和
市场竞争实力，推动全县种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优人才提升竞争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种业人才对于种业

发展至关重要。多年来，圣丰种业始终坚持人才强企战略，积
极开展高端人才和科技项目引进工作，在招才引智、育才用
才、惜才留才上下功夫，不断打造人才集聚“强磁场”，助推公
司转型高质量发展。

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宋新广向记者介绍，作为农业龙头企
业，公司汇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农业科技型专家和学者，通
过自主招聘和科企合作，现有科研人员达80余人，先后引进、
合作过6名院士，申报过泰山产业人才和万人计划等。

育得好良种，推广更关键。圣丰种业在种子的繁育、加工
和推广领域深耕细作，发展长期育种合作农户2.5万户，良种
辐射推广面积每年达到1050万亩以上，带动30万户农民增
收致富。目前圣丰品牌大豆种子在大豆市场占有率达
13.5%，豆种连续10年销量全国第一。

近年来，圣丰种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累计支持民生类基
础设施建设帮扶资金62万元、教育帮扶资金24万元……用
实际行动展现企业担当，践行社会责任。

圣丰种业：让一粒粒好种子长成致富希望

■本报记者 李胜男

稀土，具有优良的光电磁等物理特性，应用于电子、激光、
核工业、超导等诸多高科技领域，被称为“工业维生素”。

梁山县有个稀土新材料产业园，园内企业不仅能生产稀
土，而且企业间还形成了闭环循环经济产业链。然而梁山并
没有稀土矿产资源，一家叫做中稀天马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企业通过从钕铁硼绿色稀土资源中提取稀土，“无中生
有”发展出绿色稀土产业。

三年时间，当地稀土产业的“朋友圈”从1家扩大到5家，
形成“稀土氧化物萃取——金属合金加工——磁材加工”产业
链条，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钕铁硼绿色稀土资源综合利用生
产基地。

废料变“稀土”智能中控完成华丽蜕变
中稀天马不依靠原矿，而是以“城市矿产”绿色稀土资源

（报废汽车、电动车等拆解获得废旧磁材）为原料，大大缓解了
国家通过原矿获得稀土资源的压力。1月12日中午，记者在

梁山稀土新材料产业园中稀天马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中稀天马）车间内看到，6000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内不
见一名工人。“指挥整个车间运转的大脑就在这里，只需他们两
个人动动鼠标就能控制生产的各个环节。”顺着中稀天马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平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车间角
落有一间不足50平方米的中控室，里边只有两名技术人员坐
在电脑前上班。进入中控室，所有实时生产流程和指标参数，
在一台大屏上一目了然。智能化生产设备加上技术改造优化，
不仅将人工成本降低了几十倍，而且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
量，这1个车间的产能相当于原来4个车间总产能的4倍。

只见在中控室工作人员稳健地操控下，磁材从废旧汽
车、家电、电子设备等“城市矿产”中拆解下来，之后
被投放进上千摄氏度的回转窑炉，开启了一场蜕
变之旅。“经过处理，这些废旧磁材经过雷蒙破
碎、优溶提取、萃取分离、高温分解等工序，两
周之后变成价格100万元－1000多万元/吨
的稀土氧化物。”林平对记者介绍，设备24
小时持续运转，每天消耗120吨－150吨原
料，提取稀土的最高纯度达到99.99%。目

前，中稀天马年处理量已达到12000吨，是我国最大的稀土
绿色资源综合利用生产基地。

“一台新能源汽车中有300多个含有磁性材料（磁铁的主
要成分是钕铁硼）的零部件，从中能提取出20多千克钕，价值
约1万元。我们的稀土来自废料综合利用。”林平对记者举例
说，这让并没有稀土矿产的梁山实现了“无中生有”。据了解，
我国每年能产生含有磁性材料的废旧磁材达20万吨，不仅占
用空间而且污染环境。而作为国家战略物资的稀土，目前的
来源主要有矿产开采和绿色稀土资源综合利用两个方向，前
者不可再生，后者循环往复，前景广阔。“我们公司让整个产业
链实现了绿色制造。”

不断创新 形成闭合产业链
“最好的技术保密就是不断创新，这也正是我们企业发展

的最强劲动力。”提到人人敏感的“商业机密”，林平非常自信，
别人只能学走表面的技术，而创新却很难被复制。同时，他们
紧盯“绿色制造”，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余热回收起来用于生
产能源、供暖等，仅此一项，每年就节省成本约1400万元。不
仅如此，该公司率先在行业内研发出余热锅炉，余热发电项目
即将上马。 在循环经济中不断科技创新，为中稀天马带来了
巨大的亩产效益。林平介绍，公司占地尽管只有90亩，可
2021年的销售收入达到了20亿元，较前年翻了一番，2022年
达到了30多亿。 作为第一家在梁山建厂的稀土企业，中稀
天马不仅是当地稀土综合利用产业的源头，也是整个产业链
的链端企业。

2020年4月，梁山县批准设立山东梁山稀土新材料产业
园，以中稀天马为龙头，又新引进南稀金石、烁成新材料

等项目落地建设。烁成新材料生产所需原料为南
稀金石所生产的金属合金，生产磁材过程中产
生的废料再提供给中稀天马进行回收再利
用，形成了集稀土氧化物萃取——金属合
金加工——磁材加工为一体的闭合产业
链。与此同时，梁山县在主攻方向上明
确了产业“两端”导向。当地在产业链前
端，利用“中国专用汽车产业基地”及“中

国二手商用车交易基地”优势，以废旧汽车零部件为原料，争
取废旧家电拆解和汽车拆解政策支持，形成“资源——产品
——消费——再生资源”闭环式循环经济体系。在产业链后
端，发展高端产品制造业和稀土深加工产业，向磁材及稀土催
化、抛光剂、功能陶瓷、稀土永磁材料、稀土永磁电机、稀土储
氢材料、中重稀土合金等重点应用领域拓展，做到二次资源绿
色循环利用，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

然而，中稀天马也遇到了发展瓶颈，科技研发是企业发展
第一动力，高层次人才很少有人愿意来县城发展。为破解“县
城招才引智困境”，梁山县与山东技术产业研究院对接，通过
设立稀土产业研究院引进高等专业技术人才、行业管理人
才。未来，中稀天马三期项目建成投产后，稀土产能将过2万
吨，遥遥领先同行其他企业。

“梁山好汉”变废为宝做强绿色稀土产业

记者手记：二十多年来，林平把握行业脉搏，凭借自
己对稀土绿色资源综合利用的深厚、独到的见解，不断
完善公司治理，优化制造工艺，强化内控建设，建立起完
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在创造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
践行社会责任，推行“科学管理、绿色生产”的经营模式，
为企业新时代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记者手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入实施种业
振兴行动。经过多年矢志不渝的追求，山东圣丰种业科
技有限公司在种业振兴这条路上越走越宽。正如王书平
所说，“我们将继续加大生物科技攻关力度，育出更多高
产、抗病、耐盐碱、耐阴的大豆新品种，把种质资源牢牢控
制在中国人手中，同时良种良法配套，打通全产业链，让
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加快提升种业产业化水平，让
一粒粒好种子长成农民的致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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