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实

施意见》政策解读 

  一、出台《实施意见》的背景意义  

  2019 年 12 月 30 日，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

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国办发〔2019〕56 号），此次《意见》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专门聚焦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重要文

件，开启了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新篇章。应该说是一个既管当

前又管长远的历史性、纲领性文件，具有里程碑意义。为贯彻落实好

文件精神，省政府要求由省农业农村厅牵头，会同省发改委、省科技

厅、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省自然资源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省畜牧业管理局、省农业科学院、吉林农业大学 9个部门出台《吉

林省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做好我省贯彻落实。  

  （一）出台《实施意见》是贯彻落实国办发〔2019〕56 号文件的

需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中

首次提出了四个明确：一是明确了农业种质资源保护的基础性、公益

性、战略性、长期性定位。二是明确了保护优先、政府主导、多元参

与、高效利用的基本原则。三是明确了责任主体，即主管部门的管理

责任、市县政府的属地责任和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的主体责任。四

是明确了农业种质资源实施国家和省级两级管理，建立国家统筹、分

级负责、有机衔接的保护机制。国家意见从宏观上提出各省要加强农

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但具体谁来保护，保护什么、怎么保护在意



见中没有明确，需要我省结合实际，起草《实施意见》，使种质资源

保护内容更全面，部门责任更明确，措施要求更具体。  

  （二）出台《实施意见》是落实种业优先发展的需要。国以农为

本,农以种为先。农业种质资源（包括作物、畜禽、水产、农业微生物

等）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重要农产品供给的战略性资源，是农业科

技原始创新与现代种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作为未来“生物经济”的基石

及原料，农业种质资源早已成为世界各国争夺的焦点。我省是粮食大

省，农业大省，拥有北方春玉米、野生大豆、北方粳稻等一大批区域

特色的、优异的农作物种质资源，拥有长白山食用药用植物、北方食

药用菌、野生果树、杂粮杂豆等珍稀动植物品类和四粒红花生、延边

牛、东北民猪、梅花鹿、芦花鸡，土著鱼、林蛙、长白山中蜂、柞蚕

等地方土著或特有品种，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对促进我省粮食增产及畜

牧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我省省级层面还未出台过

省级层面意见，制定出台《实施意见》，有利于填补省级层面对种质

资源管理的空白。 

  （三）出台《实施意见》是解决我省种质资源面临新挑战的需要。

我省在“十二五”期间启动和实施的“农业部东北作物基因资源与种

质创制重点实验室”和“东北区农作物种质资源繁殖更新基地”两个

建设项目的支撑下，吉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扩繁、鉴评方面有了显

著的提升。但与其他省份相比，我省农作物种质资源还面临着新的挑

战。一是特有种质资源消失风险加剧。多年来未开展全国性农作物种

质资源普查，致使我省种质资源本底不清、地方品种和野生种等特有



种质资源丧失。二是优异种质和基因资源发掘严重滞后和开发利用缓

慢。现有种质资源缺乏深度鉴定，基因发掘规模小而且分散，有育种

利用价值的分子标记和基因匮乏，种质资源鉴定评价与深度挖掘滞后。

三是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鉴定设施不完善，资源共享利用体系尚未形

成。现有库（圃、场）保存容量不足、覆盖面不广，分区域、分作物

表型精准鉴定基地和规模化基因发掘平台缺乏，野生资源原生境保护

与监测设施亟待加强。四是种质资源专业人才队伍支撑乏力，有效交

流与共享不够。由于法律法规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种质资源国际交

流受限，部分种质资源流失。《实施意见》出台后有利于防范种质资

源风险，补齐各方面短板。  

  二、《实施意见》提出了我省的工作目标  

  分三个阶段提出我省的工作目标。到 2021 年底，完成全省作物、

畜禽、水产、食药用菌、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全面普查、系统调查与

收集工作，建立省级农业种质资源名录信息库。到 2025 年，建成完

善的作物种质资源库、畜禽水产保种场和农业种质资源鉴定评价体系，

积极推进作物种质资源库（场、圃）、畜禽保种场（区、基因库）、水

产保种场（种质资源保护区）和食药用菌等资源储存库建设。加强农

业种质资源重要性状鉴定与利用技术研究，积极创制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新种质，为建设现代种业提供有力资源支撑和技术储备。到 2035

年，力争建成系统完善、科学高效的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体系和资

源深度鉴定评价体系，使全省农业种质资源保护、评价、创新及利用

整体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三、《实施意见》明确了五个方面重点任务  

  出台的《实施意见》突出吉林特色，明确了省农业农村厅、省畜

牧管理局、省农业科学院、吉林农业大学为省级种质资源保护单位，

实施省、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三级管理，建立了上下有机

衔接的保护机制。并明确了省直相关部门、有关科研院校及市（州）、

县（市、区）人民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一是制定发展规划，建立长效

机制。突出抓好对吉林省优势特色种质资源尤其对原产、地域优势特

色种质资源的挽救。建设完善的全省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体系，分

级别、分类别、分区域、分阶段提出保护利用的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

建立健全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长效机制。二是开展系统普查，做好

收集管理。开展全省农业种质资源（主要包括作物、畜禽、水产、食

药用菌、农业微生物）全面普查、系统调查与抢救性收集保护工作，

全面完成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任务。鼓励支持

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社会组织和企业及个人登记其保存的农业种质

资源。三是健全保护体系，提升保护能力。建立健全全省农业种质资

源保护体系，实施省、市（州）、县（市）三级管理，形成上下有机衔

接的保护机制。积极推行政府购买服务，鼓励企业、社会组织承接农

业种质资源保护任务，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科研单位和企业积极参与

的农业种质资源保护网络。四是加强科学研究，强化科技支撑。充分

发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优势，深化重要经济性状形成机制、群体

协同演化规律、基因组结构和功能多样性等研究，加快高通量分子鉴

定、功能或性状、等位基因规模化挖掘等技术应用。五是开发利用资



源，提升种业竞争力。完善种业创新技术体系，开展作物、畜禽、水

产、食药用菌、农业微生物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整合分子聚合育

种和常规育种技术，推动种质资源有效利用。深入推进种业科研人才

与科研成果权益改革。支持“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和科研单位开

展种质资源收集、鉴定和创新，鼓励地方特色品种申请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培育以地方特色品种开发为主的种业企业，

推动资源优势转换为产业优势。  

  四、推动《实施意见》落实的四项保障措施  

  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政策支持、健全规章制度、加强宣传引

导四项保障措施，明确了我省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由省农业农村厅牵

头，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等单位密切配合，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研

究解决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的重大问题。市（州）、县（市）人

民政府负责本地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并纳入省、市（州）、

县（市）三级政府部门工作绩效考核。各级各部门要加大对种质资源

保护与利用的投入和支持。加快制修订相关配套规章制度，建立农业

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奖惩制度，对在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工

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对因工作不力、不作

为、乱作为造成种质资源流失、灭绝等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追究有

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积极开展科普教育和宣传工作，提高全社会对

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参与度。严厉打击私自采集天然种质资源

和非法向境外提供种质资源活动，防止优异农业种质资源流失。    

  五、加强种质资源保护需全省公众、社会组织共同参与  



  农业种质资源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很多特色、濒危、珍稀种质

资源都是在老百姓家的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和深山老林里得以保护和

延续，需要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和支持。下一步，我们将从四个方面

做好工作。一是提高公众认知。大力开展科普宣传与科学教育，充分

利用网络、报刊、电视、广播等媒体，通过系列科教片、报刊、杂志、

科普读物等方式，引导社会团体和公众关心、支持、参与这项工作。

二是鼓励公众参与。在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过程中，鼓励企业、

社会组织承担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任务；鼓励支持个人、社会组织、企

业等登记其保存的农业种质资源；对国家资源库（场、区、圃）原来

没有收集保存的资源，颁发鉴定证书，形成资源大保护的良好氛围。

三是完善市场机制。加快我省农业种质资源共享利用平台建设，完善

资源登记、交流共享、产业化开发有机衔接的利益联结机制和市场化

运行机制，实现以用促保，增加参与资源保护和利用的获得感。四是

挖掘资源文化。围绕我省乡村振兴战略，探索公众参与农业种质资源

保护与利用的新模式。鼓励具有典型民族传统文化特征的农业种质资

源，依法申请商标、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等，实现

农业种质资源在持续利用中得到更好保护，激发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

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