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种

情

丰收

梦

———记河南怀川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农艺师李文举

本报记者 王 言

焦麦

266

小麦新品种通过河南省品种

审核委员会审定。

怀玉

208

玉米新品种通过河南省品种

审核委员会审定。

一年之内，河南怀川种业在小麦、玉米

两大主要农作物上完成省级新品种审定，在

国家

2012

年出台的《种业发展规划》要求把

商业化育种工作由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转到

种子企业的背景下，这对河南种业界来说实

属难能可贵。 而这两个新品种均由河南怀川

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农艺师李文举

一人成功培育，在全国育种界极其罕见。

双料育种之所以极其罕见，是有其原因

的。

业内人士都知道， 农作物的新品种选

育，其主要任务就是把控制生命密码的基因

进行重组，这是一个把符合人类需要的好的

基因集聚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一个优良新品

种的过程。 就目前种子企业的科研技术手段

来说，还难以对基因进行直观定

位和控制，只能通过作物所表现

的性状进行基因辨识，利用遗传、

分离规律，对基因进行重新排列

组合。 而小麦、玉米等高等植物

的基因已进化到相当复杂的程

度， 许多性状往往由多基因复合

控制，或不同基因连锁在一起进

行性状遗传，需要通过杂交、复合

杂交、回交等手段，打破连锁，累

加增效，使其按照我们的愿望进行基因重组

排列， 把众多的优良性状集中到一个种子

上，这一过程漫长且难以控制。 很多专家教

授，一辈子从事遗传育种工作，致力于一种

作物的育种攻关，能培育出

1~2

个新品种已

属不易， 终其一生没能培育出一个品种的，

也不足为奇。 而年仅

44

岁的李文举不仅在

小麦上，而且在玉米上，同时选育出新品种，

可谓创造了育种界的奇迹。

走近李文举， 记者走进他执著的梦，了

解到太多太多他艰辛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李文举出生在温县一个平凡的农民家

庭，他记事时，还是文革后期，改革开放的前

夜。 一家

７

口人，人口多，生产队分的粮食

少，难得吃上一顿饱饭，李文举天天盼望的

就是啥时候能够顿顿吃上白馍、白面。 考上

济源农校后，李文举如饥似渴地学习农学基

础理论，课余时间就跟着老师到育种试验田

学习小麦、玉米育种知识。 当看到不同材料

的杂交后代产生千奇百怪的变异，他更加感

到了生物遗传的神奇，沉浸在生物遗传科学

的缤纷世界里。

济源农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温县城关

镇原种场。 他一边在试验田里做育种工作，

一边向有经验、有成就的育种家求教，先后

师从济源农科所育种家卫志祥，河南省首席

玉米育种家王治波，温县农科所温麦系列之

父王焕英、王素霞等众多育种家。 历时

６

年

多的多方求教，反复实践，他逐渐进入了育

种科学的殿堂 ， 找到了遗传育种的捷径 。

2002

年， 他加盟河南怀川种业有限公司，担

任首席育种家。 该公司育繁推一体化的发展

思路，以及对科研创新在人财物上的全力支

持，使他迈上了施展自身才华、实现胸中理

想的更广阔平台。

李文举加盟怀川种业之时，正值《中华

人民共和国种子法》颁布实施不久、全国种

业市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关键

时期， 怀川种业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形势，

确定了发挥区位优势、打造科研团队、育繁

推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发展之路，李文

举的到来，对公司来说可谓如虎添翼。 他经

过多年潜心钻研，已选育出的不少性状优良

的小麦新品系正处于最后攻关阶段。 但怀川

种业是焦作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不仅要

选育出小麦新品种以满足夏粮生产对种子

的需要，而且要培育出玉米新品种以满足秋

粮生产对良种的需求，从而为农民粮食丰收

提供全程良种服务。 李文举知道这是公司战

略发展的需要，更是急农民所需，他义无反

顾地挑起了这副担子，从此走上比普通育种

人员付出双倍汗水和艰辛的科研之路。

做好一个作物的新品种选育，要经过育

种资源收集、材料血亲传承、类别划分、播种

前准备、 播种后管

理、 生长期观察分

析、亲本材料利用、

双亲杂交组配 、后

代分离选择、 初级

组合鉴定、 高代品

系比较等阶段 ，要

对多达几百个小区

的数万个单株和每

个单株的茎秆 、穗

子、 籽粒等进行全

面考种， 还需要在

掌握既往优良品种

特性的基础上 ，对

现有组合后代进行

综合分析、判断，取

优淘劣，优中选优。

从整地播种到熟后收获，在农作物的整个生

长季节，不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李文举每

天都在育种田认真细致地观察、记录、分析，

冀盼能从十万乃至数十万分之一的几率中

挑选出皇冠上的明珠，把集聚了亲本多个优

良性状的最好的一株选出来。 李文举不光进

行着小麦新品种的选育，还进行着玉米新品

种的选育。 玉米育种不但要夏种秋收、春播

夏收、还要海南加代，一年三熟，南繁北育，

全年连续进行这就迫使李文举必须齐抓共

管，两项兼顾，这会儿给小麦杂交，回头去给

玉米套袋，上午还在为玉米授粉，下午就去

进行小麦考种， 出了小麦地就进玉米田，走

出玉米田又进小麦考种分析室。 两个作物，

两种不同的材料背景、 组合背景和选择思

路，都需在严谨、缜密、科学的框架下，在李

文举的大脑中不停地进行育种体系逻辑思

辨转换和选择系统对应分析梳理，给他的思

想造成很大的压力，而繁重的工作，又催着

他必须尽快去完成。 脑力和体力的双重付

出，使他身心疲惫异常，但他咬牙挺了下来。

痴迷育种，李文举付出的太多。十几年的

春节，他都远在海南进行玉米南繁育种，无法

和家人团圆。 妻子生孩子时， 他正在地里忙

碌，因送医院不及时，致使儿子一个胳膊出现

神经性活动障碍， 这也成为他终生的愧疚。

一年

365

天， 他从来没有节假日的概念，每

天想着的都是小麦、玉米育种，甚至睡觉时

做梦还多次思考出杂交组合的新思路，醒来

后就赶快拿笔把梦里得到的灵感记录下来。

李文举在两大作物上完成省级新品种

审定，已在河南省育种界崭露头角。 焦麦

266

新品种的成功培育，使怀川种业公司承担的

焦作市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取得了重大突破。

但对他来说，现在所取得的成绩只是在他所

追求的育种事业上迈出的第一步，目前由他

培育的小麦新品系怀川

919

， 已参加国家区

域试验；怀川

238

、焦麦

268

、丰麦

6

号等新品

系，已在河南、陕西等省参加区域试验；玉米

新品系怀玉

23

已参加国家区域试验； 怀玉

5288

、怀玉

20

、怀玉

35

、咸玉

3303

等

２０

多个

玉米新品系已分别参加陕西、内蒙古、河北、

山东、山西、河南等

６

省区的生产试验或区

域试验。 上述新品系均有望在近年相继通过

国家或省级审定。

①6

市级科技重大专项巡礼之二市级科技重大专项巡礼之二

我市创新人才又添新军

继去年首次评出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创新型团队后，今年又增评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和科技

创新杰出青年人才

本报讯 （记者王言） 人才是核心竞争

力，实施科技强市战略，建设中原经济区经

济转型示范市，要靠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记

者昨日从市科技局获悉，

2013

年度创新人才

已新鲜出炉，继去年首次评出科技创新领军

人才、科技创新型团队后，今年又增评科技

创业领军人才和科技创新杰出青年人才，高

层次拔尖人才规模进一步扩大。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引领计划以选拔、引

进高层次科技人才为目标，通过每年对

7

名

符合一定条件的科技人才进行支持，逐步形

成一支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思想道德素质

过硬、学术技术水平领先、被业内广泛认可、

覆盖各行各业的科技领军人才队伍。

科技创新型团队引领计划以选拔高层

次科技创新团队为目标，通过每年对

3

个符

合一定条件的科研团队的支持，逐步形成一

批人才结构合理，团队学术水平在国内外同

行中处于优势地位，已取得突出成绩或具有

明显创新潜力的引领和支撑我市各领域快

速发展的优势学科、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领

域中的科技创新型团队。

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引领计划以选拔、引

进高层次科技创业人才为目标，通过每年对

5

名符合一定条件的科技创业人才的支持，

逐步形成一支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思想道

德素质过硬、在相关领域能够充分发挥科技

人才作用，带动企业开创技术新途径、商业

新模式、产业新质态，成为高新技术产业或

现代服务业领军人物，为焦作经济发展做出

突出贡献，覆盖各领域的科技创业企业家人

才队伍。

市科技创新杰出青年人才引领计划以选

拔和引进杰出青年人才为目标， 通过每年对

5

名符合一定条件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支

持，加大人才梯队的培养力度，促进我市青年

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 造就一批取得同行公

认的创新性成绩或创造性科技成果、 具有发

展潜力的优秀科技创新型青年人才队伍。

据了解， 这四项入选者将分别获得

50～

100

万元的项目经费资助。 对入选者实行动

态管理，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期满且资助项

目验收通过的可参加下一轮的申报。

此次评出市科技创业领军人才

5

人，分

别是：李世江（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高级经济师），薛德龙（河南省中原内

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经济师），姜丰

伟 （河南江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教

授级高工），朱天合（河南中轴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张铁雷（河南卓立膜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工程师）。 评出市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７

人，分别是：侯红军（多

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教授级高

工），龚健（河南裕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

术总监、教授级高工），王妍（焦作飞鸿安全

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副教授），段京丽（焦

作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级工程

师），王坚强（博爱新开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工程师），宋晓（焦作市崇义轻工机

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工程师），张振宇（河南

卓立膜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工、 高级工程

师）。 评出市科技创新型团队

3

个，分别是：

平安种业科技创新型团队、中原内配科技创

新型团队、 河南江河纸业科技创新型团队。

评出市科技创新杰出青年人才

5

人，分别是

杨华春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高级工程师），赵辉（焦作华飞电子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教授级高工），

陈志强 （河南环宇石化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高级工程师），李文举（河南怀川种业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农艺师），赵俊（孟州华

兴生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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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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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营产品（服务）

所属技术领域

企业名称 推荐地区

1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焦作市大明创基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焦作新区

2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国药集团容生制药有

限公司

武陟县

3

新材料技术

焦作飞鸿安全玻璃有

限公司

武陟县

4

新材料技术

焦作市润华化学工业

有限公司

博爱县

2013 年度焦作市高新技术企业名单

2013 年度第一批焦作市科技型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推荐部门

1

沁阳市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沁阳市

2

焦作市德良药用辅料有限公司 沁阳市

3

河南省乐丰种业有限公司 沁阳市

4

河南屹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沁阳市

5

沁阳市檀溪堂文化产业园有限公司 沁阳市

6

沁阳市泰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沁阳市

7

河南南朝肥业有限责任公司 沁阳市

8

河南德众保税物流有限公司 孟州市

9

河南省卡耐特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孟州市

10

河南省皓泽电子有限公司 孟州市

11

河南博泰金刚石材料有限公司 孟州市

12

焦作隆丰皮草企业有限公司 孟州市

13

河南省格林沃特净化器股份有限公司 孟州市

14

河南鼎昌药业有限公司 博爱县

15

焦作市浩润脱水蔬菜有限公司 博爱县

16

河南斯美特食品有限公司

�

武陟县

17

河南怀山纯食品有限公司

�

武陟县

18

修武县鑫锐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修武县

19

焦作市圣昊铝业有限公司 修武县

20

河南省中纬测绘规划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解放区

21

河南远程电气有限公司 解放区

22

焦作市特光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山阳区

23

焦作市豫信运输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山阳区

24

焦作市宝丰电缆有限公司 马村区

25

焦作聚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马村区

26

焦作市泰鑫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新区

27

焦作市光源晶电科技有限公司 焦作新区

28

焦作市长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焦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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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马允安） 昨日上午，在位于

武陟县产业集聚区的河南辅仁怀庆堂制药有

限公司新厂区，记者看到了整洁的厂房、先进

的设备、精神饱满的员工……在这里，补骨脂

注射液已进入试产阶段，这标志着我市科技重

大专项补骨脂系列产品研究开发及产业化项

目已取得初步成果。

据了解， 补骨脂注射液剂型是国内首创，

工艺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已通过省级科

技成果鉴定， 被省科技厅认定为高新技术产

品，被列为国家中药保护产品，获得了国家知

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和国家重点新

产品证书，主要用于彻底治愈牛皮癣、白癜风

等顽症。 白癜风和牛皮癣为顽固性常见病，广

大患者急需一种能够全面治愈上述病症的药

物。 为此，该公司对现有产品———补骨脂注射

液进行技术升级，既可内用，也可外敷，以达到

彻底治愈牛皮癣、白癜风之目的。 补骨脂注射

液的创新点在于，依据超声波提取原理及大孔

树脂分离技术，采用先进的超声波提取法对补

骨脂素及异补骨脂素有效成分进行乙醇提取，

使用大孔树脂分离技术对提取的成分进行分

离精制，使提取周期从一周缩短到三天，不仅

缩短了生产周期， 而且显著提高了有效成分。

目前，该项技术已经完成小试、中试，正在进行

小批量生产，市场反应良好，产品供不应求。

补骨脂凝胶为补骨脂注射液改变给药途

径的制剂，主要用于白癜风的治疗。 补骨脂系

列产品研究开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为补骨

脂注射液的升级换代奠定了可靠基础，市场前

景广阔，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目前，补骨

脂注射液生产技术已获国家二期临床研究批

件，具备小试条件。 在项目建设期，将对该项技

术进行较大规模的试验， 并完成产品的中试、

小批量生产、大批量生产及规模化生产。

据该公司财务总监、项目负责人白宗锋介绍，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2

亿元，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

1.48

亿元，其中科技投入

1600

多万

元。 补骨脂凝胶已取得国家二期临床试验批件，预计今年

12

月可完

成临床试验，明年获得药品注册批件和新药证书。

项目投产后，该公司年需补骨脂原材料

1000

吨以上，这种药材

大部分为当地农户种植，可直接带动

1000

多农户致富。同时，该公司

可为

1500

人提供就业岗位，缓解当地就业压力。

据悉， 补骨脂系列产品研究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可达到年产

2

亿

支补骨脂注射液和

1

亿盒补骨脂凝胶的生产规模，新增销售收入

15

亿元、利税

3.5

亿元，经济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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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人才

科技聚焦

县市区传真

河南工业大学与修武县鑫锐公司

共建的产学研基地揭牌

本报讯 （记者王言） 记者昨

日从修武县科技局了解到，为深入

推进企业产学研合作活动，构建企

业产学研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

10

月

3

日，河南工业大学与修武县鑫

锐超硬材料有限公司共建的产学

研基地正式揭牌。

河南工业大学在金刚石领域

具有领先性、创新性，师资力量雄

厚，硬件设施完善，是全国第一个

开设超硬材料专业的院校。修武县

鑫锐超硬材料有限公司是河南省

重点建设项目企业， 总投资

5

亿

元，公司

2012

年

5

月开工，月产金

刚石

2000

多万克拉， 二期工程正

在筹建中。 校企双方通过共同参

与、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协作

的方式共建产学研基地， 既为社

会、为企业培养具备良好职业素养

的专业人才，又推进适应市场需求

的高、精、尖项目，实现了学生、学

校、企业三方共赢。

①6

孟州市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通过验收

本报讯 （记者王言） 日前，孟

州市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验收

汇报会在孟州市金亚大酒店

12

楼

会议室召开。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

院教授于涟带队的国家可持续发

展实验区验收专家组出席会议并

同意通过验收。

自

2006

年

1

月孟州市被批准

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以来，孟

州市围绕“节约型、和谐型、清洁型、

安全型”社会建设，探索中部地区新

农村建设的新模式，促进了全市经

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昨日，河南超威电源有限公司电池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正在紧张生产。该公司以技术设备促进企

业上档升级，形成规模化发展，扩大企业生产能力，求质量保产品市场占有份额，使企业不断发展壮

大。 目前，该企业拥有员工

6000

余名，今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１４

亿元。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在全新的补骨脂注射液生产线上，河南辅

仁怀庆堂制药有限公司员工正在试生产。

本报记者 马允安 摄

阅读提示 一年之内，河南怀川种业在小麦、玉米两大主要

农作物上完成省级新品种审定， 这对河南种业界来说实属难能

可贵。 而这两个新品种均由李文举一人成功培育，在全国育种界

极其罕见。痴迷育种，李文举付出了太多。妻子生孩子时，李文举

正在地里忙碌，因送医院不及时，致使儿子一个胳膊出现神经性

活动障碍，这也成为他终生的愧疚。

李文举在玉米试验田里观察玉米长势。 本报记者 王 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