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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城市都有着不同的
味觉底色。

火锅之都，无辣不欢。
那一锅翻滚沸腾的红汤，必
不可少“艳椒”这味料。

“艳椒”系列正是重庆辣
椒品种的一张王牌。2004
年“艳椒425”的杂交配组成
功，开启了国内加工型辣椒
杂交育种的先河，找到了新
的育种方向，奠定了重庆加
工型辣椒的“江湖地位”。

不久前，在第七届贵州
遵义国际辣椒博览会上，重
庆市农科院自主选育的朝天
椒新品种“艳椒465”，从全
国 200 余个品种中脱颖而
出，荣获“全国辣椒十大新优
品种”称号。

重庆市农科院“辣椒科
研天团”一路披荆斩棘，敏锐
抓住生产端、消费端的热点，
不断升级壮大“艳椒”家族：
适 合 做 干 辣 椒 的“ 艳 椒
425”，适合做泡椒的“艳椒
435”，可以机收的“艳椒
465”“艳椒485”……“艳椒”
系列如今每年在全国推广面
积60万亩，累计推广面积即
将突破1000万亩，红艳艳地
开遍各地。

重庆艳椒为何这样重庆艳椒为何这样““艳艳””

【记者手记】

育种的成功
源于有意识地“设计”

近年来，种业振兴被提到前所未有的
高度，并将种业称之为农业的“芯片”。

小小的一粒种子看似不起眼，但其中
蕴含的科技含量不亚于工业科技、互联网
科技等。

因种质资源自然变异的不确定性，要
找到符合育种方向的材料，对育种专家来
说往往都像是在大海里捞针，曾有人形容
这一过程为“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好不容易找到了需要的材料，但杂交
也会有遗传不稳定的情况，甚至杂交出的
组合达不到预期目标，导致前功尽弃。

即便是在上述环节一切都顺利的情
况下，受动植物生长周期限制，一个品种
从开始杂交到配组成功往往也需要花上几
年时间。

漫长的时间成本和巨大的不确定性，
让一个品种在选育过程中容不得丝毫差
错，育种方向选择这第一步最为关键。

近年来，市农科院选育的“艳椒”系列
加工型辣椒品种和“庆油”系列油菜品种大
获成功，就是选准了方向。用黄任中的话
说——“这并不是偶然，而是经过有意识
地育种‘设计’”。

吕中华、黄任中、黄启中团队感受到
了市场需求变化，及早转换辣椒育种赛
道，并持续根据市场调整育种方向；黄桃
翠抓住了油菜必须提高含油量这一核
心，实现了从“三碗菜籽榨一碗油”到“两
碗菜籽榨一碗油”飞跃。他们成功的关
键，是在做品种选育之前都是经过深入
地了解、调研，牢牢抓住了产业链上、下
游的关键环节，才培育出了具有推广价
值的优秀品种。

由此不难看出，要培育出一个好品
种，方向选择至关重要，需要充分考量农
户、市场、制种企业各方需求，切实为实际
生产解决问题。

核心
提示

明年石柱辣椒种植面积将
扩大到10万亩，增加的面积中
有60%以上都是“艳椒”系列。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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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栗园园

11月3日，“艳椒”品种选育人之一、市农科
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黄任中到石柱县，参与
制定来年的辣椒种植计划：“明年石柱辣椒种植
面积将扩大到10万亩，增加的面积中有60%以
上都是‘艳椒’系列。”

产量高、价格高、易采收，农户爱种；辣度高、
香味浓、干制率高，企业爱用。

“艳椒”系列受欢迎绝非偶然，因为它各项优
点都是育种专家精心“设计”的。

选育出的杂交朝天椒个
头增加了一倍

“艳椒”系列最初的“设计者”是吕中华。退休
多年的她在说起“艳椒”育种时，依然心潮澎湃。

1996年，在选育出的菜用型辣椒杂交品种
“渝椒5号”大受欢迎时，时任原市农科所副所长
吕中华提出要做加工型辣椒的杂交选育。

一时间，许多人大为不解。因为，这条路上
没有“前行者”，也没有“同行者”，掌握的育种资
源不过寥寥几份，背后是可以预想的困难。

辣是一种痛觉，重庆人却喜辣嗜辣，这就塑
造了人们火爆的性格。吕中华近乎倔强地坚持：

“如果不迎着这个难点而上，未来会更难。”
这是一场在危与机中的突围。
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菜用型辣椒杂交选

育启动后，经过十余年发展，品种选育似乎已触
到“天花板”，少有划时代的重大品种出现。且就
当时的品种而言，江苏、湖南等地处于领先地位，
难以撼动。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加快，食品加工
业、餐饮业的蓬勃发展，市场对加工型

辣椒的需求猛增。
“当时种加工型辣椒的人不多，基本上都是

农户自种，种一点拿来做泡椒。”吕中华说，从品
种上看多是常规自留种，品种退化严重，产量、品
质都很低。

加工型辣椒的杂交选育势在必行！
通过收集农户以及加工企业、制种企业的意

见、需求，吕中华很快明确了选育方向：大果、高
辣、高干制率。

为了尽快满足市场需求，她一方面着手对常
规自留种的提纯复壮，一方面在全国各地开展资
源材料搜集，加紧开展杂交组合。

2004年冬季，以结果多的材料作父本、果实
大的材料作母本的杂交组合配组成功，结出了单
果重5克以上的杂交朝天椒，个头增加一倍！

兴奋的吕中华很快召集团队开会：“咱们一
定要取一个红红火火、娇艳欲滴的名字。”

“就叫艳椒吧，我们这个果子结起就是红艳
艳的！”

2006年，“艳椒425”开始在重庆、贵州试种。

选育出适合做泡椒的和
做尖椒鸡的“艳椒”系列

作为“艳椒”的成果应用单位负责人，重庆科光
种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钟建国仍清楚地记得，这颗
让人“惊艳”的辣椒在推广时却遭到了不少质疑。

因为果长有8—10厘米，外貌上与传统朝天
椒并不一致，且单果更重，果实成熟后就会往下
坠，试种农户表示“上当”了，贵州某地农业部门
负责人甚至还把种子销售人员叫到田间质问：

“你这辣椒朝下长，怎么能是朝天椒呢？”
最终通过实际验证，“艳椒425”表现优异——

每亩可产鲜椒3000斤，辣度达到3.5万SHU（斯科
维尔辣度），属于高辣等级。果实水分含量低、干
物质含量高，辣椒干制率高，4.2斤鲜红辣椒就可
制出1斤干辣椒，较同类型品种用料减少40%。

“艳椒425”优异的品质赢得了市场认可，打
动了包括德庄在内的诸多火锅底料加工企业，逐
渐在西南食辣地区推广开来。

“艳椒425”的杂交选育成功，引起了业界的
极大关注。2009年，我国启动第一个干制辣椒
行业科技重大专项，市农科院成为牵头单位，实
施干制辣椒品种优化及生产关键技术集成示范，
提高了我国加工型辣椒产业生产水平。

“艳椒425”开创了大果朝天椒的类型，以较
高的综合品质，成为后续育种的标杆品种。目前
在位于贵州遵义的中国辣椒城，交易时凡果长
8—10厘米的朝天椒都被统称为“艳椒”，统一以

“艳椒”价格进行交易。
随后，由吕中华、黄任中、黄启中组成的团队

又培育出“艳椒435”，这种辣椒适合做泡椒。一
般泡椒最长要泡到90天左右，这就要求辣椒必须
耐泡，而且久泡不软不烂。“艳椒435”的果肉较
厚，果皮硬度高，辣度更是达到4至5万SHU。“我
们人类正常食辣最高也就是7万SHU，这个已经
属于特别辣的了。”黄启中说。

辣味在舌尖上撩拨出迷人的活力。
2021年，从吕中华手中接过“接力棒”的黄

任中、黄启中带领团队又选育出干鲜兼用的“艳
椒465”，除了干制外，可作为尖椒鸡、尖椒兔等
菜品的“最佳伴侣”。

尽管各品种用途不尽相同，但“艳椒”系列均以
高辣、长果、易采摘为特色。在双福农贸市场从事
辣椒销售的李昭勇就对“艳椒”青睐有加：“现在大
家吃的辣椒粉、辣椒酱，包括小面佐料、火锅底料
等，都是多种辣椒混合制成，根据不同口味调整配
比。”李昭勇说，北方的朝天椒辣度普遍才1万多
SHU，有高辣优势的“艳椒”系列更受市场欢迎，他
每年销售加工型辣椒上万吨，三分之一是“艳椒”。

研发适合机收品种挺进
北方市场

在产销两端均受欢迎，“艳椒”系列成为重庆科光
种苗有限公司的王牌产品，为公司带去了丰厚利润。

但更让钟建国感到高兴的是，目前国内吃辣
的人群越来越庞大，尤其是年轻的消费群体，他
们更追求辛辣带来的刺激感。

有数据显示，近十年间，我国辣椒播种面积增
长了30%，现已达到3220万亩，占全国蔬菜面积的
10%左右，其中，加工型辣椒面积增长尤为迅猛。

辣椒可以去除湿气与寒气，高品质的“艳椒”
系列在市场上的表现，也让科研人更有底气。近
几年，“艳椒”系列开始挺进北方市场，种植基地
还发展到了新疆。

辣椒作为一个致富产业，发展的最大难点就是
生产劳动强度高，“我们当初之所以要选育大果，其
实就是出于这个考虑，让它好采摘。摘50斤传统
品种的时间，能摘150斤‘艳椒425’。”黄任中说。

与南方相比，新疆、内蒙古等地区的人力成本
更高，看准北方市场潜力后，黄任中团队又开始向
机收方向攻关，近两年培育的“艳椒465”“艳椒
485”均在新疆取得了较好的试点效果。

然而，辣椒是分批成熟的，集中机收时不能
保证所有的辣椒已经成熟，因而还要再对品种进
行优化。

品种优化的难度不小。主要是早熟朝天椒
材料少，而且早熟品种产量也难以保证。“但我
们必须坚持攻关，通过新品种与农机有机结
合，进行大面积的推广应用，让‘艳椒’红遍中
国！”黄任中表示。

产量高产量高、、价格高价格高、、易采收易采收，，农户爱种农户爱种；；辣度高辣度高、、香味浓香味浓、、
干制率高干制率高，，企业爱用企业爱用；；累计推广面积近千万亩累计推广面积近千万亩——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随着人
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期待和需求逐步提
升，守住食品质量安全的“底线”至关重
要。

作为江北区唯一的生猪定点屠宰
企业，兆隆屠宰场于2004年投产，其屠
宰工艺落后，设施陈旧老化，场地环境
较差，检疫防疫监管压力巨大。为守护
老百姓“肉案子”，江北区农业农村委持
续贯彻市区食品安全指示精神，高度重
视肉食品安全工作，以创建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为契机，全面落实“四个最
严”要求，积极采取畜禽屠宰监管有效
措施，严把屠宰检疫关，保证百姓吃上

“放心肉”。

监管强效
高位推动 守好食品安全防线

在万家灯火渐渐停歇之际，位于江
北区铁山坪的重庆兆隆食品有限公司
一片繁忙，驻屠场官方兽医和协检员正
在对屠宰后的猪肉进行检疫，并按照规
定严格申报。

作为江北区唯一一家生猪定点屠
宰企业，兆隆公司在今年1-10月屠宰
生猪52.9万头、牛4.2万头、羊3万头、

家禽140万羽。如此大的屠宰量是怎
么做好食品安全监管的？

“我们派驻屠场官方兽医和协检员
24人，每周进行不少于1次的屠宰检疫
安全检查，并严格实行检疫申报制度，
确保监管措施强力有效。”江北区农业
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江北区高度重视屠宰检疫
监管，江北区农业农村委24小时值班，
依法开展屠宰检疫，定期督导屠宰企业
关于非洲猪瘟、瘦肉精、H5/H7亚型禽
流感等检测情况，并将重庆兆隆食品有
限公司纳入追溯系统，实现“两证一标”
可追溯管理。定期开展畜禽产品风险检
测，强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严格对来渝
返渝货车管控。今年1-10月，入场畜禽
运输车1万余车次，来渝返渝货车6500
余车次。

同时，区领导督查调研，高位推动，
要求相关部门做好屠宰源头治理，严把
动物入场关，查证验物率务必达100%，
严防病害产品流入市场，多次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部署，不定期对兆隆屠场开展
夜查暗访，督促企业及时整改存在的问
题，以实干实绩守好食品安全防线。

检疫专业
夯实能力 做好屠宰检疫工作

食品安全无小事，检疫对于食品安
全来说至关重要。

今年9月，江北区组织了2022年全
区动物防疫检疫技能培训，邀请市级部
门领导及地方高校专家授课。来自镇

街、屠宰企业、养殖户及协检员等60余
人参加培训，加深了动物防疫检疫工作
知识与技能，提升了检疫能力。

“很高兴能参加动物防疫检疫技能
培训，通过现场实操，让我加深了生猪屠
宰检疫检验规范操作步骤。在今后的工
作中，我将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严格遵守
生猪屠宰检疫的相关法律法规，把最好

的产品送到市场上销售，让我们的老百
姓吃上新鲜、安全的‘放心肉’。”来自江
北的基层检疫人员李林说。

此次动物防疫检疫技能培训只是
江北区常态化提升辖区食品检疫能力，
培育检疫专业人才的举措之一。

近年来，江北区农业农村委定期组织
官方兽医、协检员有关企业检验员开展业
务培训，选派2名官方兽医积极备战
2022年“巴渝工匠”杯重庆市首届农业行
业职业技能竞赛生猪屠宰检疫赛。开展

“以案四改”警示教育，传达通报官方兽
医、协检员及企业违规违纪案例，提升了
官方兽医、生猪屠宰企业管理人员的业务
素养和工作能力，促进屠宰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

执法严格
加强力度 积极打击违法行为

“请出示检验检疫单据，配合我们
进行查验。”6月1日零时，执法人员正
逐一核对装运生猪车辆的货品检验检
疫信息。

这是江北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开展的“零点行动”。此次突击行动
对生猪屠宰企业生猪进场、非洲猪瘟自

检、屠宰设施设备运行、屠宰检疫等全
部流程进行了突击检查。

近年来，江北区从严从实推进食品
安全执法，加大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全
面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在加大日常监
督执法力度和畅通举报渠道的同时，重
点围绕屠宰畜禽检疫、非法调运畜禽开
展“零点行动”，有效防止不合格肉品流
向市场、进入餐桌。

特别是今年江北区还召开屠宰专
题会议6次，开展屠宰检疫监管执法检
查36次，出动人员124人次，出动车43
辆，充分利用“慧执法”手机平台，联合
市执法总队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
开展夜查暗访行动，严厉打击未经指定
道口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签章等违法
行为，共查处案件10起，罚款金额达20
余万元。

接下来，江北区农业农村委将持续
加强屠宰企业的全链条监管模式，持续
跟进指导，强化企业第一责任人的质量
安全意识，提升辖区检疫能力，开展更
严格的执法行动，以更实的举措、更高
的要求守好市民群众的“肉案子”，让百
姓都能吃上“放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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