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会地点

论坛活动 厦门佰翔五通酒店

田园市集 新圩镇初心馆广场

企业展示 厦门市翔安区三五丘七彩田园·田园之心

种业地展 厦门市翔安区面前埔田园综合体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街道的下许社区（胡萝卜种植展示区）

展会背景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下决心把

民族种业搞上去”的重要指示精神，抓住国家全面实施种业振兴战略的新机遇，厦门市高度
重视，逐步构建了以蔬菜优良品种创新研发和优质蔬菜嫁接苗生产为龙头的农业种业产业格
局，并形成了独特的对台区位优势及产业研发、生产、贸易优势。

为加强各地种业交流合作，提升种业发展水平，现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厦门市农业农村局共同主办的2022厦门种业博览会将于2022年12
月28-30日在厦门市召开。本届种博会以“做大做强种业 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展示蔬菜品
种最新育种动态、创新成果，搭建蔬菜优良品种交流、展示、交易平台。展会地展面积共
135亩，参加地展企业170余家。将集中展示来自全国各地的2500余个蔬菜品种，涵盖茄
科、十字花科、葫芦科、豆科、绿叶菜等。地展现场还单独设置了闽台融合展区，重点展示
闽台融合特色种业成果，搭建海峡两岸农业种业交流合作的桥梁。

做大做强种业
       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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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番茄展区(2号大棚)

黄瓜/南瓜展区(3号大棚)

苦瓜展区(4号大棚)

生菜展区(露天A区) 西葫芦展区(露天A区)

西兰花展区(露天B区)

瓜类展区(露天C区)

菠菜展区(露天G区)

芹菜展区(露天G区)

萝卜展区(露天A区)

白菜展区(露天H区)

三角梅展区(露天M区)

棠潮花卉展区(露天N区)

花椰菜（闽台融合展区）(露天J区)

绿叶菜（闽台融合展区）(露天K区)

绿叶菜展区(露天H区)

生菜观赏区(露天L区)

玉米展区(露天C区)

大番茄展区(露天D区)

茄子展区(露天E区)

甘蓝展区(露天F区)

苤蓝/芥菜展区(露天F区)

芥蓝/莴笋展区(露天F区)

葫芦科/秋葵展区(露天C区)

花椰菜展区(露天B区)

豆科展区(露天C区)

西葫芦展区(露天C区)

空心菜展区(露天C区)



展会亮点

地域核心优势
厦门市种子种苗产业已形成一定规模的种子种苗产业集群，持有农作物
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子企业数量占福建省30%，年销售额占福建省
45%，均居福建省首位。

精准贸易对接
定向邀请展商及专业观
众进行商贸对接。

专业论坛活动
同期举办多场重量级活
动论坛，解析市场前沿
动态。

专家评选活动
邀请行业专家到地展现场
对品种进行综合评选，优
选高质量蔬菜品种。

互动科普体验
展会结束后向公众开放，推出采摘研学活动，向广大民众科普农学知识，感
受美好田园生活。

拓展合作脉络
搭建与国内多家农业企
业、行业协会的交流平台。



大咖云集 精彩不断

观展参会福利
参会嘉宾/专业客商(厦门域外)可参
加同期活动论坛

组委会为参会嘉宾/专业客商(厦门
域外)提供午餐

组委会为参会嘉宾/专业客商(厦门域外)提供一
晚酒店住宿 (四星级标间）

组委会为参会嘉宾/专业客商(厦门域外)提供地
展现场到酒店接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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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参观报名方式

微信公众号小程序181 2078 5881 (王女士)

日期 时间 活动名称 内容

聚焦蔬菜种植行业，邀请多位专家围绕产业发展优势与
痛点，解析行业发展趋势，组织农业人才交流，发布农业
科研主题报告等，为相关机构、专家学者及广大技术人
员提供凝聚共识、技术与学术交流的平台。

12月28日
(周三)

12月29日
(周四)

12月28日
—

12月30日
（周三至周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全天

厦门种博会开幕式

种子种苗产业大会

乡村振兴与投资论坛

田园生活市集

厦门种博会开幕式暨种子种苗新品推介会，搭建推介会
平台，助力品牌农产品架通市场渠道，拓展市场。

聚焦种业，洞悉农业投资现状，对乡村振兴如何可持续、
如何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
村产业发展提供新动能进行研讨，突出精准有效对接，
着力解决金融在服务保障种业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和困难。

本届美食节将全面提升现场氛围布置和现场活动服务，
举办美食品鉴、舞台表演等配套活动，提升厦门各区一
村一品影响力，打造食安厦门，食尚新圩，助力提升企业
品牌宣传，拓宽产品推广销售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具体活动议程以组委会最终确认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