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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海南农业生物多样性参与式原生境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项目”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为国际执行机构、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为国内实施机构的全球环境基金（GEF）项

目，旨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南省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粮农

遗传资源。项目执行期为五年（2020年6月-2025年6月），总

投资约1,167万美元，其中全球环境基金赠款约150.9万美元。 

项目的战略包括建立广泛的参与合作机制，优化政策环

境，加强能力建设，传播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环境和经济价值，

提升公众保护意识等；项目还特别注重妇女和青年的参与，

以消除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障碍；通过建立和示范创新型、

参与式、伙伴式的激励机制，鼓励当地农民保护地方特色的

传统作物和畜禽品种，提升当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水平，以实

现农业生物多样性原生境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长期目标。 

为此，项目开展四个方面的活动：一是完善农业生物多

样性原生境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相关政策、战略和法规框架，

强化政策支撑环境；二是在项目已选定的琼中县、白沙县和

琼海市三个农地示范景观区建立和示范农业生物多样性原

生境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激励机制，并在农户、私营和公共

部门之间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建立传统粮农遗传资源品

种的营销网络并制定相应的认证计划，开拓产品和服务市场；

三是加强机构能力建设，推动农业生物多样性原生境保护在

政府部门规划中的主流化，推广项目示范的激励方法；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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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意识提升活动，加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监测体系建设和

知识管理。 

二、合同任务目标 

本任务的目标一是与琼中县山栏（兰）稻景观区伙伴关

系工作组合作，为社区种子库的可持续运行和推广提供技术

支持，支持社区种子库与省级中期基因库和国家长期基因库

建立联系，评估山栏稻碳足迹并制作碳标签，梳理当地粮农

遗传品种保护的传统生态知识并进行传播；二是基于项目三

个示范景观区参与式原生境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经验和方法，

总结粮农遗传资源（GRFA）参与式原生境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激励措施经验，并在海南省至少 2 个地区进行粮农遗传资源

原生境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激励方法的示范推广。 

该任务主要贡献于项目： 

产出 2.2.4：在琼中县设计、采购和建立山栏稻社区种

子库，与当地政府单位、农民、妇女团体和其他社区组织、

农业协会和企业合作，为该粮农遗传资源（GRFA）品种的种

质改良提供持久机制。当地品种的种子样品还将被送往国家

长期基因库和省级中期基因库。 

产出 2.2.9：准备关于社区干预措施的知识产品，并通

过产出 4.2 下开发的知识管理平台进行传播，目标是特定的

利益相关方群体，包括妇女团体、青年团体、农业企业等。 

产出 2.2.10：组织和召开研讨会，分享关于应用传统生

态知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GRFA 的最佳实践和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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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 3.2.1：编制粮农遗传资源参与式原生境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激励措施的最佳实践指南 

产出 3.3：项目中开发的方法扩展到其他农业景观区，

应用于其他品种，为在全省范围内扩大规模提供专业知识和

支持 

实现项目成果框架中的指标： 

指标 2.2（5）建设山栏稻社区种子库 1 处 

指标 3.3（1）对示范景观区以外的、使用组分 2 下开发

的最佳实践指南的推广区完成 2 次参与式景观评估 

指标 3.3（2）在示范景观区（不包括保护区）以外的区

域，使用参与式 GRFA 原生境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法，辐射面

积约 2200 公顷。 

三、任务期限 

自合同签署之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主要任务 

1、基于项目三个示范景观区参与式原生境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实践，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梳理项目阶段性成果，

提炼项目参与式原生境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经验和方法，修

订、梳理、完成示范景观区粮农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最佳实践指南； 

2、基于示范景观区粮农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最

佳实践指南和海南省粮农遗传资源品种保护现状，制定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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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实践经验推广到海南省内其他粮农遗传品种的推广战略

和推广计划； 

3、为项目办举办知识传播与交流研讨会（推广会）提供

技术支持； 

4、在推广区的配合下，完成海南省内 2 个粮农遗传资源

品种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计划，支持推广区相关部门开展推

广工作； 

5、在调研的基础上，帮助理顺琼中县参与式粮农遗传资

源（GRFA）保护机制，推动并指导琼中县 UNDP-GEF项目实施

机构（县农业农村局）开展社区种子库的运行与管理工作，

包括但不限于：1）指导社区建立种子库管理小组；2）为社

区种子库管理与记录、良种选育、提纯复壮、种子保存等工

作提供技术支持，包括开展参与式培训；3）指导社区建设种

子田并提供技术支持；4）协助琼中县农业农村局在推广区开

展种子库建设工作； 

6、总结琼中社区种子库建设经验、挖掘琼中县应用传统

生态知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GRFA 品种相关经验，形成案例

等知识产品； 

7、为项目办组织和召开应用传统生态知识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 GRFA 的最佳实践和经验教训研讨会等会议提供技术

支持； 

8、评估 1 个山栏稻产品（边界：从种子播种开始到市

场）的碳足迹并制作碳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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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为项目办组织和开展的其他相关活动提供技术支持。 

五、预期产出和进度 

1、2023 年 7 月 15 日前，提交工作计划； 

2、2023 年 9 月 20 日前，提交示范景观区粮农遗传资源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最佳实践指南、参与式原生境 GRFA 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推广战略和推广计划； 

3、2023 年 11 月 30 日前，为琼中社区种子库管理小组

成员、山栏稻示范景观区合作工作组成员进行至少 2次培训，

提升示范景观区种子就地保护能力； 

4、2023 年 11 月 30 日前，指导农民进行田间试验，协

助琼中县农业管理部门完成 1 次种子田培训； 

5、2023 年 12 月 10 日前，提交年度工作总结，其中需

包括培训总结报告； 

6、2024 年 4 月 15 日前，提交 1 个琼中县应用传统生态

知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GRFA 品种案例、1 个琼中社区种子库

建设案例； 

7、2024 年 5 月 30 日前，提交 2 个推广区的粮农遗传资

源品种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计划； 

8、2024 年 6 月 10 日前，完成 1 个山栏稻产品（边界：

从种子播种开始到市场）碳足迹评估并制作碳标签； 

9、2024 年 9 月 30 日前，协助项目监测评估专家完成 2

个推广区参与式景观 GRFA 评估； 

10、2024 年 11月 20 日前，支持参与社区种子库的农民



UNDP-GEF 海南农业生物多样性参与式原生境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7 / 8  

进行田间试验、保存与交换种子，提交 2024 年年度工作总结

报告。 

六、资质要求 

（一）承担单位需符合下列要求 

1、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机构；具有

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

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

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法律、行政法规符合规定的

其他条件； 

2、具有丰富的粮农遗传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稻米选育种经验，熟悉参与式农业生物多样性保

护理念和方法； 

3、具有产业链碳排放核算与碳标签研究经验优先考虑； 

4、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相关的国际合作项目经验

优先考虑； 

5、具有海南省农业生物多样性项目经验或进行相关研

究经验的机构优先考虑。 

（二）项目负责人和团队应符合以下要求 

1、项目负责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粮农遗传资源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等领域具备 8 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有较强的学术

和应用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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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团队成员不少于 4 人，具备多学科背景知识，具有从

事农业经济、农业管理、多种经营、气候变化等相关领域经

验； 

3、团队成员熟悉海南省粮农遗传资源保护现状，具有社

区工作经验，有良好的人际沟通和协调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