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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日）（一）良种是增加农作物产量的最重要的条件之

一。种子工作，是农业生产带根本性的基本建设，不容忽视

，不能放松。建国以来，种子工作的成绩很大。粮食作物的

良种推广面积，曾经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棉花良种推广面

积，比例更高。但是，近几年来，有不少地方，不少作物，

出现了种子混杂退化、带病、带虫和品种单一的毛病，必须

努力迅速克服。首先要求提高种子的纯度，进而恢复传统的

优良品种，并且逐步更新优良种子，更换优良品种。提高种

子的纯度，主要靠生产队选种留种，这是最普遍、收效最快

的办法。一般农作物的种子，需要量很大，主要靠生产队自

选、自繁、自留、自用。另一方面，培育农作物优良品种的

科学研究机构（包括农业院校的研究单位），繁殖良种的示

范繁殖农场，推广良种的种子站（种子公司），这一套种子

工作的机构和科学技术队伍，必须系统地加以整顿和充实。

玉米杂交种这一类的优良种子，主要靠专场繁殖。生产队自

己选留种子，种子工作机构培育、繁殖和推广良种，这两个

方面要正确地结合起来，大力开展种子改良工作，提高单位

面积产量，并且进一步适应农业现代化对种子的要求。（二

）在庄稼收割以前， 生产队要采取田间“穗选”、“片选”

等办法， 选留粮谷种子。留种棉，要实行“株选”，单摘单

轧。其他各种农作物，也都要首先选种、留种，然后再安排

其他用途。生产队选留的种子，就由生产队负责保管，单独



存放，定期检查，不使混杂，不使变质。播种以前，还要再

实行挑选，并且尽可能地经过发芽试验、病虫检验和消毒处

理，然后下种。这样做，既可节约用种，防治病虫传播，又

可以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留种量要稍多于实际用种

量， 晚秋作物的种子更要多留一些， 以备遭灾补种。生产队

要经过社员讨论，民主评选有技术、有经验、细心负责的社

员，担任田间选种和保管种子，给以合理的报酬；成绩显著

的，还应该给以适当的奖励。（三）生产队应该有自己的“

种子田”，为自己繁殖种子。“种子田”，从播种前的整地

开始，一直到收割，都要特别加工，精耕细作。还没有建立

“种子田”的生产队，第一步可以采取比较简便的办法，就

是说，在作物生长的过程中，选择一块长势最好、纯度最高

的，划为“种子田”，加强后期管理， 收获后留做种子；第

二步再建立正式的“种子田”。种子田耕作细，用工多，劳

动定额要定得合理，劳动报酬要稍高于一般农田。（四）农

业科学研究单位，要根据各个地方和各种作物的不同条件和

不同要求，培育具有不同特性的（例如耐旱、耐涝、耐寒、

抗病虫、早熟、耐肥、不倒伏等等）、产量高、品质好的优

良品种。各级农业部门，应该摸清当地的需要，提出关于良

种性能和品质的具体要求，要求科学研究单位进行培育。科

学研究单位培育出来的优良品种，还要组织区域适应性的试

验，经过反复试验成功以后，再经过一定机关的鉴定，然后

交由推广单位，在条件相同的地区，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

积极推广。农业部门和科学研究机构，要随时注意良种推广

中出现的问题， 做为进一步研究和培育新种的依据。 某些已

经退化的优良品种，要积极研究，采取措施，使之复壮。继



续坚持党政领导、科学技术人员和群众三结合的原则，有领

导地有组织地发掘民间传统的优良品种，重视农民群众选种

育种的成就和经验，并且帮助他们，把他们的经验加以科学

的总结和提高。（五）整顿原有的示范繁殖农场， 使之更好

地担负起试验示范和繁殖良种的任务。 其中，已经转化为机

关、企业的生产农场的，应该一律由机关、企业退回来，仍

然改为示范繁殖农场。示范繁殖农场的经营管理体制，仍然

恢复以前行之有效的办法。它虽属事业性质，但应按照企业

经营， 实行经济核算， 试验费用由国家补助。这种农场不属

于农垦系统，归农业系统管理，农垦部门所属的一般生产性

的国营农场，也可以接受委托，承担一定的繁殖良种的任务

。（六）整顿充实种子站。种子站是良种的经营单位，示范

繁殖农场生产的种子和从外地引进的种子，由种子站经营。

种子站又是全县种子工作的管理机关，通过技术服务站，在

技术上指导和帮助生产队选种留种，保管种子，以及在播种

前进行种子的消毒处理等等。种子站还要帮助生产队串换种

子。地区之间调运种子，一定要经过检验，证明不带病虫，

方可调运。地区之间，生产队之间，调剂串换种子，都应该

实行等价交换。种子价格应该适当地高于粮食价格。调剂串

换种子时候，一般应该实行以粮换种，找补差价。种子站要

有一定的基金和设备。种子站也可以同示范繁殖农场合为一

个机构，不单独设立。（七）粮食、商业部门收购农产品的

时候，必须切实保证留足种子，不许把种子当作一般粮食和

油料收购起来，顶征购任务。种子第一，不可侵犯。应该免

除示范繁殖农场的征购任务，它繁殖的优良种子，交种子站

经营推广。某些作物，历来是用外区种子的，用当地种子，



则退化减产；另一方面，某些地方，又历来就是供应某种良

种的基地，这种传统的供求关系， 应该恢复。 粮食、商业等

部门，在规定收购任务的时候，必须照顾这种需要。收购种

子，必须优质优价。（八）为了加强棉花良种的繁育、推广

工作，重点棉区的良种轧花厂，要由商业部门交回给农业部

门经营，以便集中掌握棉花良种。一般棉产区，也要根据生

产队自轧留种棉的需要，由手工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负责安

排轧花机和维修零件的生产供应，保证生产队自轧留种棉；

或者由棉花收购站附设小型轧花机，由轧花厂单辟车间，为

没有轧花工具的生产队单轧留种棉。留种棉， 只收购皮棉， 

不收购籽棉。要切实保证棉种的纯度，不使混杂。（九）粮

食部门，还要从购进粮食、油料和棉籽等农产品中，选择一

批纯度比较高的，质量比较好的，留做备荒种子，准备供应

缺种的灾区。备荒种子，也要单独保管，避免混杂。备荒种

子的选留、保管和动用，由农业部门和粮食部门共同负责。

备荒种子地区间的调剂，也要遵守区域性的限制， 并且经过

检疫， 切忌乱调大调，传播病虫，造成种子混杂。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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