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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作
为一家经营范围面向全国的育、繁、
推一体化企业，富民种业年生产玉
米杂交种 700 万公斤，自主研发的
玉米杂交品种陆续通过国家、省级
审定。为了加快新品种研发速度，
在梨树县政府大力帮助下，该企业
建设起占地面积 12 万平方米的种
业阳光温室圃地试验区，将玉米杂
交种亲本选育部分环节在温室大棚
内完成，节约玉米自交系选育时间
成本。

徐强介绍，玉米是雌雄同株，杂
交玉米需要一个父本和一个母本，
在母本抽穗前，必须将母本的雄穗
去除，避免它和自己的雌穗自交，这
样才能获得高纯度的优质杂交种
子。及时准确的去雄是生产杂交玉
米种子的核心，也是操作管理中的

难中之难。精准去雄看似简单，却
十分考验操作者的经验和耐心。去
早了影响产量，去晚了影响质量。
这种繁复而精细的工作，大多还是
要依靠人工才能完成。

记者发现与传统玉米大田不同
的是，育种基地的玉米被套上了不
同颜色的袋子和粉色标签，只见工
人们将套在雄花穗上的花粉袋子又
套到玉米须上，随后将袋子里的雄
花弹掉，完成授粉过程，整套动作行
云流水。

“这一片就是我们研发的富民
985，该品种的特点除了矮、密、早、
大的显著特点外，还有极强的抗风
性。”在育种基地里，富民种业工作
人员将玉米折成将近180度角，向记
者展示玉米秆的柔韧性。风害对玉
米的产量影响很大，在梨树，大多数
种植户都选择了富民 985，在全国的
种植面积更是超过千万亩。

“致力于种子增产、稳产、安全
性探索是公司从事科研的主要方向

与目标。”吉林省富民种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彦民说，一粒种子能够
造就一个产业，一粒安全的种子是
对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

据悉，富民种业除在梨树县
建立了 24 万平方米的吉林省富
民种业科技示范园外，还在海南
三亚建立了两处科技研发基地，
在新疆、甘肃建有科技试验站与
专业化的制种基地，试验示范点
遍布全国各地。该企业始终坚持
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坚持树
立科学选育观，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不断创新，实现科技兴农，以
超前的理念，前瞻的思路，培育出
具 有 市 场 广 适 性 的 玉 米 优 良 品
种。

一粒种子可以成就一个产业，
一粒种子可以富裕一方水土，一粒
种子更可以改变一个世界。富民
种业以农业科技为支撑，凝心聚力
写好种业大文章，让“中国粮仓”更
加殷实。

穿上鞋套、防护服、戴好口罩、酒精喷
雾……8月1日上午，经过严格消毒后，记者走
进种禽孵化车间，见证了智能化生产线上从鸡
蛋到鸡雏的神奇之旅。

小鸡孵化，选蛋十分关键。在四平耘垦孵
化选蛋车间内，成箱的鲜鸡蛋被运到这里，首
先经过人工筛选，对鸡蛋进行分类，再经过选
蛋机，经过自动化红外线热感照蛋系统，挑选
出无法孵化的鸡蛋，保障孵化率。

在孵化车间，两排高大的货柜整体镶嵌在
参观通道两旁。该车间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就
是先进的鸡蛋孵化设备，车间内一共有36台，
每台都能孵化12万枚鸡蛋，通过自动化控制，
整个孵化箱中达到了全程恒温标准，每18天
即可完成一轮作业。

经过 18 天的孵化，一个个毛茸茸的小雏
鸡在出雏筐中破壳而出，有的跌跌撞撞地挣
扎着站立，有的张开羽翅、叽叽喳喳向外张
望……雏鸡处理车间，是孵化中心生产流程
最后一个环节。只见女工们从传送带快速
夹握 4 只雏鸡查看发育情况，健康优质的雏
鸡被留下，发育不良的雏鸡取出被淘汰，经
相应处理后，即可出厂发往各地的白羽鸡养

殖场。
“现在，我们每天都可以孵出小鸡 20 万

羽，企业不仅推动了属地区域白羽肉鸡产业发
展，还实现企业和企业区农民的双增收。”赵国
忠说。

四平耘垦种禽孵化有限公司位于梨树县
经济开发区，成立于2021年，主营商品代白羽
肉鸡孵化，年产值3亿元，年入孵种蛋7500万
枚，出雏6800万羽，主要销往东北三省。

“目前公司 75%的鸡雏用于产业链内部
市场需求，另外的 25%转到外销，订单量高，
颇受市场欢迎。”四平耘垦种禽孵化有限公司
孵化经理赵国忠说，良好的营商环境，贴心的
服务保障，是企业发展的最大底气，公司不断
扩大规模，提高产能，计划启动二期项目，推
动属地区域白羽肉鸡产业发展，延伸鸡肉加
工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提供大量
就业岗位，目前公司员工有80人，平均每月工
资都能在3000元以上，持续带动了当地群众
增收致富。

随着种禽孵化产业从小规模、大群体向
集约化、现代化的孵化厂转变，四平耘垦种禽
孵化有限公司得益于当地的资源优势和梨树
县委、县政府对农业产业化的重视，以科技赋
能种禽孵化产业，向着标准化、自动化、专业
化发展，正成为推动当地种禽孵化产业的新
引擎。

好种无愧黑土地 良田高产秀春秋
——吉林省富民种业潜心科研育良种小记

全媒体记者 赵艳红 崔圣驰

鸡雏孵化“啄”开致富路
——四平“耘垦”科技赋能孵化产业见闻

全媒体记者 赵艳红 崔圣驰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
迹”。8月1日，记者走进吉林省富民种业有限公司玉米育种基地，
映入眼帘的是根肥叶壮的玉米和连成片的温室大棚，这些玉米长
势喜人，丰收在望。

“我们自主研发的国产品种已经有14个，目前仍在不断地推出
新品种，后续品种还会有很多。”说起自家玉米种子，富民种业销售
经理徐强自信满满。

鲜食玉米闪“金”光
——吉林省晟然食品有限公司打造鲜食玉米加工产业链记事

全媒体记者 赵艳红 崔圣驰

八月的梨树，满目翠
绿，玉米飘香。1 日，记
者走进吉林省晟然食品
有限公司见到，鲜食玉米
加工车间内一派繁忙的
景象，一穗穗金黄色的玉
米在机器上翻滚，最终实
现华丽变身，身价倍增。

“鲜”的秘密在于技术

走进生产车间，香甜浓郁的玉米香味扑
鼻而来，工人们正在一排排的流水线上进行
产品挑选，一根根新鲜的玉米从枯萎机“软
化”外壳，再进入脱皮机、随后进行灭菌、蒸
熟、速冻、包装等作业，经过一道道工序，一穗

穗鲜食玉米从这里走出梨树，走向全国百姓
的餐桌。

“鲜食玉米之所以在市场上备受青睐，就
不得不提一句我们的速冻技术。”总经理张军
向记者介绍他们公司鲜食玉米“鲜”的秘密，

原来，一穗穗玉米蒸制出来后放凉，紧接着放
入零下三十摄氏度的冷库中进行长达十个小
时的冷冻，这样能以最快的速度“锁住”玉米
中的水分，保持新鲜口感，让人们享受到原汁
原味的玉米味道。

产品热销促农增收

“我们今天就生产了近300吨的鲜玉米，
订单多得忙不过来。”在张军的指引下，记者
看到了一辆辆排队进货的大货车，工人们则
在一旁汗流浃背地忙着装车。

晟然食品主营速冻玉米、速冻玉米粒，产
品全年生产量可达2万吨，年销售收入2200
万元，税后利润 220 万元。2022 年企业一期
项目在业界赢得了广泛认可，使得企业产品

供不应求，为顺应市场发展趋势，2023年晟然
食品第一分公司分支机构成立，并与五个合
作社、300多户农民签订了种植收购合同，种
植面积达2000多公顷。

正因为晟然食品坚持生产优质玉米产
品，销售业绩节节攀升，远销全国30多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拥有良好的经销商 800 多
家，真正做到了让鲜食玉米从梨树走向全国

各地。
订单多了，需要的人手自然也少不了。张

军介绍，现如今该公司有将近200名员工，正
式职工的待遇每个月都在3500元到5000元不
等，特别忙时还有加班费和奖金。这些员工大
多都是附近的村民，不用背井离乡，在家门口
就能就业，每年都能赚四五万块钱。忙碌中，
工人们手中活不停，争分夺秒抢生产。

好“环境”引来好企业

“晟然食品能发展到如今，离不开梨树县
委、县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回忆
起企业成立之初，身为吉林市人的张军感慨颇
多。

“说一千道一万，就是梨树县良好的营商环
境给了我信心。”站在院内，张军指着正在火热
建设的二期工厂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

晟然食品二期项目建设两栋标准化厂房共
计占地面积26000平方米，项目总投资2.4亿元，
项目二期达产后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 1.5 亿元，
预期缴纳税金 200 万元，税后利润总额 1500 万
元，可带动就业300人。

“我们相信梨树的鲜食玉米产业一定会发
展得更好，我们也愿意己尽所能，在明年二期工
程建好后，争取年生产玉米一亿穗，建设大规模
鲜食玉米、玉米粒供应链，为梨树经济发展贡献
企业的力量。”张军说。

“叽叽叽……”，看着生产线
上一只只破壳而出的小鸡雏，四
平耘垦种禽孵化有限公司孵化
经理赵国忠脸上笑意盈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