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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全国两会特刊

□南方日报记者 陈薇 马立敏

南粤春早南粤春早，，万象更新万象更新。。在河源市东源县柳城镇在河源市东源县柳城镇
万绿智慧农场内万绿智慧农场内，，伴随着阵阵轰鸣声伴随着阵阵轰鸣声，，一台台无人驾一台台无人驾
驶插秧机在田间行进驶插秧机在田间行进，，不到一会儿工夫不到一会儿工夫，，秧苗成行成秧苗成行成
排排，，绘成春天里的一道道绘成春天里的一道道““五线谱五线谱””。。

这些青翠的秧苗这些青翠的秧苗，，便是航天育种水稻便是航天育种水稻““华航华航 5151
号号””。。

““去年去年77月月，，省市农业专家现场测算收割的省市农业专家现场测算收割的‘‘华航华航
5151号号’’水稻产量水稻产量，，亩产达亩产达10751075斤斤，，比普通水稻产量高比普通水稻产量高
55%%左右左右。。””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农业大学科学研究院华南农业大学科学研究院
院长院长、、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谢青梅介绍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谢青梅介绍。。

同样扎根于这片农场的同样扎根于这片农场的，，还有随神舟十三号在还有随神舟十三号在
太空遨游了太空遨游了 183183天的天的““火豆火豆””花生种子花生种子，，这是首次从这是首次从
广东选种再回到当地培育的太空种子广东选种再回到当地培育的太空种子，，科研人员已科研人员已
对其进行性状观察对其进行性状观察，，将为全国花生育种提供新的灵将为全国花生育种提供新的灵
感感。。

时间回溯至时间回溯至19961996年年，，作为我国航天育种领域唯作为我国航天育种领域唯
一的国家级工程中心一的国家级工程中心，，国家植物航天育种工程技术国家植物航天育种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依托华南农业大学组建成立研究中心依托华南农业大学组建成立，，先后利用返先后利用返
回式卫星回式卫星、、神舟飞船神舟飞船、、空间站空间站、、探月工程等开展了探月工程等开展了2929
次空间诱变育种试验次空间诱变育种试验，，培育植物新品种培育植物新品种7272个个，，新品种新品种
推广应用超过推广应用超过60006000万亩万亩。。““经实践检验经实践检验，，植物航天育植物航天育
种成果有力促进了广东的粮食生产提质增效种成果有力促进了广东的粮食生产提质增效，，并受并受
到产业端高度认可到产业端高度认可。。””谢青梅说谢青梅说。。

航天育种助力种质资源创新航天育种助力种质资源创新，，为现代农业发展为现代农业发展
擦亮种业擦亮种业““芯片芯片””。。““我们将利用好宝贵的搭载材料我们将利用好宝贵的搭载材料，，
集聚多学科集聚多学科、、大团队开展协同攻关大团队开展协同攻关，，进一步提升航天进一步提升航天
育种科研水平育种科研水平，，突破种业突破种业‘‘卡脖子卡脖子’’关键问题关键问题。。””谢青谢青
梅表示梅表示。。

谢青梅还是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成谢青梅还是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成
员员、、广东省家禽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广东省家禽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她曾奔赴她曾奔赴1515
个省区开展培训个省区开展培训、、指导指导、、咨询等工作咨询等工作，，推广新技术推广新技术、、新新
品种品种2020多个多个。。谢青梅说谢青梅说：：““通过走访调研通过走访调研，，我了解到我了解到，，
农业生物育种投入大农业生物育种投入大、、周期长周期长、、见效慢见效慢、、风险高风险高，，由此由此
产生一些现实问题产生一些现实问题，，我们要从提升种业持续创新能我们要从提升种业持续创新能
力方面发力力方面发力。。””

在谢青梅看来在谢青梅看来，，要打好种业翻身仗要打好种业翻身仗，，必须让种子必须让种子
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她说她说：：““科研不能脱离生产实体科研不能脱离生产实体
的实践的实践，，以华南农业大学为例以华南农业大学为例，，我们除了技术攻坚我们除了技术攻坚，，
也要围绕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开展研究也要围绕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开展研究。。大量科技成大量科技成
果在实验室里产生果在实验室里产生，，要通过科技特派员队伍将这些要通过科技特派员队伍将这些
成果转化成果转化、、应用到产业发展上应用到产业发展上。。””

““种业要发展种业要发展，，还离不开人才还离不开人才。。””谢青梅进一步建谢青梅进一步建
议议，，强化种业人才培养和评价强化种业人才培养和评价，，深化院校种业人才培深化院校种业人才培
养改革创新养改革创新，，完善和改进种业科技人才岗位聘用和完善和改进种业科技人才岗位聘用和
评价体系评价体系。。““同时同时，，要考虑制定育种工作相关奖补政要考虑制定育种工作相关奖补政
策策，，在获得新品种证书之后给予补助在获得新品种证书之后给予补助，，继续支持新品继续支持新品
种优化种优化；；对长期坚持一线育种的企业和人员对长期坚持一线育种的企业和人员，，给予相给予相
应政策支持或奖励性补助应政策支持或奖励性补助，，促使他们保持定力促使他们保持定力、、激发激发
动力动力、、增强成就感增强成就感。。””谢青梅说谢青梅说。。

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农业大学科学研究院院长、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谢青梅：

一粒花生
“上天入地”助力创新

□内蒙古日报记者 韩雪茹

内蒙古作为许多航天器起飞着陆的温暖母港，与
太空育种有着“不解之缘”。从2008年首次将内蒙古
科学技术研究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原内蒙古自治区生
物技术研究院）的甜菜种子送入太空，到2016年荷斯
坦奶牛、三河牛、乌珠穆沁羊、阿尔巴斯绒山羊、中国
梅花鹿5种内蒙古优势畜禽的体细胞随实践十号卫星
进入太空，越来越多的内蒙古“种子”开启太空之旅。

种业是农牧业的“芯片”。提高乳、肉、粮单产水
平，除了靠改善地、水、肥、饲等条件，还要在农作物、
畜禽育种上取得更大突破。

一粒种子，遨游太空后会发生什么？
从马铃薯、大豆、向日葵、中蒙药材、牧草等内蒙

古特色优势作物完成太空之行到优质种质资源服务
于农牧业生产，航天育种在助力种业振兴上发挥着
重要作用，从产量到品质影响着相关产业的发展。

内蒙古地处“黄金奶源带”，是全国最大的奶业
生产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奶罐”。全国每消费
的5杯牛奶中，至少有1杯来自内蒙古。

奶牛好，牛奶才好。在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蒙
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创新部研发总监史
玉东看来，在现代奶业发展中，奶牛良种是奶业生产
的根基，直接影响着奶源供应。作为“乳业国家队”，
蒙牛集团围绕“从一棵草到一杯奶”全链条发力，按
照“种好草、养好牛、产好奶、建好链”的思路，创新驱
动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我们着力提高牧场养殖管理水平，强
化牧场自繁能力。目前，蒙牛集团在奶牛养殖上积
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未来蒙牛集团还将成立奶牛
营养研究院和健康研究院，进一步提高奶牛养殖水
平和奶牛自繁能力。另一方面，蒙牛集团还集中力
量进行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依托性别控制技术、体外
胚胎工厂化生产技术，培育优质高产奶牛。蒙牛集
团旗下现代牧业与首农集团强强合作，成立现代奶
牛种业科技公司，在育种核心群构建、基因组选择、
胚胎生产与移植、优质冻精推广及种牛自主培育等
领域开展联合攻关。”史玉东说。

用“中国芯”打造一杯好奶，蒙牛集团加大力度
建设产业园区，增强国内自繁奶牛供给能力，带动内
蒙古奶业快速发展。

史玉东介绍，在“十四五”期间，蒙牛集团将启动
“万吨奶”计划，并制定了清晰的规划：计划至 2025

年推动新建44座牧场，目前已建成21座，在建牧场
21座，规划筹备中2座。

近年来，内蒙古深入实施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优
势特色品种培育、良种化水平提升三大工程，8家企
业被列入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国家级畜禽核心育种
场达到15家，农作物良繁面积达到130万亩。2022
年，内蒙古建成60个“看禾选种”平台，举办4场“赛
畜会”活动，推动良种进场入户。

今年，内蒙古着力育企延链，想方设法培育龙头
企业，既支持像伊利、蒙牛这样的大企业“双牛鼎
力”，也支持更多乳企、肉企、薯企、绒企在千里草原

“百花齐放”，全力推动乳肉薯绒产业链做大做强、玉
米千亿级产业做精做强。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创新部研发总监史玉东：

一杯牛奶
有颗“中国芯”

□新华日报记者 张宣

在 距 离 地 球 400 公 里 的 中 国 空 间 站 ，航 天
员 定 期 通 过“ 天 地 连 线 ”的 方 式 ，为 孩 子 们

“ 太 空 授 课 ”。 这 其 中 ，就 有 航 天 员 汤 洪 波 讲
过 的《种 太 空 红 薯》—— 伴 随 汤 洪 波 从 老 家 一
路 飞 上 太 空 的 小 红 薯 ，在 他 的 悉 心 照 料 下 已
经 发 芽 。

红薯，又叫甘薯，不仅是保证粮食安全的底线
作物，也是加工产品极为丰富的原料作物。在空
间站里，它是太空种菜的重要作物之一；在地上，

它给农民致富带来“薯”光。眼下正是北方薯区
甘薯育苗季，在徐州市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
学院甘薯研究所）示范种植基地，全国人大代表，
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徐州市农业
科学院院长李强培育出的优良甘薯已埋入土里进
行育苗。

“徐州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是甘薯理想的
种植地。”李强告诉记者，每年初春，研究人员
会挑选优良甘薯品种埋入土里育苗。近年来，
徐州市农业科学院育成多个优质甘薯品种，如

“徐紫薯 8 号”“徐薯 37”“徐薯 48”等，既推动了
乡村振兴工作，又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
需求。

“徐紫薯 8 号”产量高、花青素含量高、适应性
强，是推广面积最大的紫薯品种；“徐薯 37”淀粉
含量高、品质好，适合加工；“徐紫薯 3 号”则被引
入云南种植，称为“云紫”，成为当地推进乡村振
兴的主导产业……提到近年来甘薯科技创新成
果，李强娓娓道来。在省内带动数万农户致富的
同时，李强还带领团队走出江苏，通过产业帮扶
带动多地百姓增收致富。

除了甘薯，徐州市农业科学院还育成“徐麦”
“徐稻”“徐豆”“徐花”等一大批优良农作物品种，
“徐麦 44”创下徐州小麦高产纪录，亩产达 786.9
公斤，“徐豆 23”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48%。“我们将
继续加紧种质资源的收集，加大育种技术研发力
度，花大力气建立繁育体系，为种子打造‘舒适安
逸’的生长环境。”李强说。

李强围绕种业安全、农业科技等准备了建
议。参会前，他征求了植物品种选育、测试人员
的意见，了解到目前由于测试容量和人手不足，
导致申请品种保护周期长，一些名特优物种还没
有列入保护名录。“这会影响高效物种在生产上
发挥作用。”李强说，“今年全国两会，我将提出关
于加快国家植物品种测试中心建设助推种业振兴
的建议，推动测试中心早立项、早建设、早发挥作
用，这将有利于提升植物品种权保护意识，进一
步促进原始创新。”

全国人大代表、
徐州市农业科学院院长李强：

一块“好薯”
甜到百姓心里头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航天育种，从太空领域打开了作物“芯
片”密码。随着中国航天工程的深入推进，一批又一批农作物种子
随着返回式卫星、神舟飞船、空间站、探月工程等在太空遨游。落
地后，它们如天女散花般“旅行”到各个省份，经过 6至 8代的地面
培育形成稳定优良的新品种。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全国两会
期间，内蒙古日报联合新华日报、黑龙江日报、南方日报，跟随一颗
颗遨游过太空的种子，感受其在全国各地蜕变应用的神奇之旅，连
线四省区代表委员，共话种业振兴。

□□黑龙江日报记者黑龙江日报记者 周静周静

33月的黑龙江月的黑龙江，，白雪还覆盖着黑土地白雪还覆盖着黑土地，，可有一些可有一些
种子种子，，早已从这里南下早已从这里南下，，在海南省生根发芽在海南省生根发芽。。

在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的东北农业大学南繁育在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的东北农业大学南繁育
种基地种基地，，有一块稻田已经到了分蘖盛期有一块稻田已经到了分蘖盛期。。

““这是经历了一次完美太空旅行的水稻新品种这是经历了一次完美太空旅行的水稻新品种
‘‘东富东富138138’’的秧苗的秧苗。。””东北农业大学农学院水稻遗传东北农业大学农学院水稻遗传
育种团队成员育种团队成员、、副院长王敬国介绍副院长王敬国介绍，，20222022年年 1212月月 44
日日，，搭乘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遨游太空的搭乘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遨游太空的““东富东富138138””
成功着陆成功着陆。。重新回到黑土地的重新回到黑土地的““东富东富138138””，，经历了短经历了短
暂的身份确认暂的身份确认，，20232023年年 11月月 33日日，，它飞越它飞越 40004000多公多公
里里，，来到了三亚来到了三亚。。在经历了浸种在经历了浸种、、播种播种、、插秧等一系插秧等一系
列农事操作之后列农事操作之后，，““东富东富138138””健康茁壮地生长健康茁壮地生长。。

““再过两个月再过两个月，，‘‘东富东富138138’’就可以回到东北农业就可以回到东北农业
大学和双河农场大学和双河农场，，在最初培育它的黑土地上在最初培育它的黑土地上，，把它在把它在
太空中积累的变异呈现在世人面前太空中积累的变异呈现在世人面前。。””王敬国对那一王敬国对那一
刻充满期待刻充满期待。。

在黑龙江在黑龙江，，还有很多种子像还有很多种子像““东富东富138138””一样一样，，在在
““北战南征北战南征””中完成自己的创新升级历程中完成自己的创新升级历程。。

““寒地水稻一年一熟寒地水稻一年一熟，，想要充分发挥保障国家粮想要充分发挥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作用食安全的作用，，必须保证高产必须保证高产，，同时兼顾优质同时兼顾优质、、抗病抗病、、
耐寒等诸多特性耐寒等诸多特性，，但想要将有利性状结合起来绝非但想要将有利性状结合起来绝非
易事易事。。””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绥化分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绥化分
院研究员聂守军介绍院研究员聂守军介绍，，黑龙江省的育种专家们通过黑龙江省的育种专家们通过
不断创新不断创新，，打破技术瓶颈打破技术瓶颈，，选育一大批优势明显的寒选育一大批优势明显的寒
地农作物品种地农作物品种，，仅仅20222022年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就达年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就达
424424个个，，其中作为该省单产水平高其中作为该省单产水平高、、稳产性好的主要稳产性好的主要
粮食作物粮食作物———水稻—水稻，，审定数量占一半以上审定数量占一半以上。。

聂守军代表说聂守军代表说，，““北战北战””，，就是筑基垒台就是筑基垒台、、““打熬筋打熬筋
骨骨””的过程的过程。。多年来多年来，，寒地水稻育种工作者们通过利寒地水稻育种工作者们通过利
用亲本性状互补原理用亲本性状互补原理，，创建了快速聚合有利基因的创建了快速聚合有利基因的
育种技术与鉴定体系育种技术与鉴定体系。。通过对国内外水稻种质资源通过对国内外水稻种质资源

进行压力选择进行压力选择，，创制出一批具有特异性的早粳稻新创制出一批具有特异性的早粳稻新
种质并广泛应用于育种实践种质并广泛应用于育种实践，，丰富了寒地水稻遗传丰富了寒地水稻遗传
多样性多样性，，构建核心资源库构建核心资源库，，为当前新品种选育打下坚为当前新品种选育打下坚
实的资源基础实的资源基础，，目前基本实现了种质资源自主可控目前基本实现了种质资源自主可控。。

同时同时，，聚合常规育种聚合常规育种、、单倍体育种单倍体育种、、诱变育种等诱变育种等
手段手段，，通过同步改良多个复杂性状通过同步改良多个复杂性状，，突破寒地水稻多突破寒地水稻多
性状聚合难的技术瓶颈性状聚合难的技术瓶颈，，建立了具有寒地特色的高建立了具有寒地特色的高
效效、、精准生物育种技术体系精准生物育种技术体系，，促进育种技术提档升促进育种技术提档升
级级。。

““如果说如果说‘‘北战北战’’的的‘‘打熬筋骨打熬筋骨’’，，是为了新品种选是为了新品种选
育奠定基础育奠定基础，，那么那么‘‘南征南征’’则是加代育种则是加代育种，，‘‘旦种暮旦种暮
成成’’，，帮助这些品种加速帮助这些品种加速‘‘成材成材’’。。””聂守军说聂守军说。。

南繁基地的核心功能是加代育种南繁基地的核心功能是加代育种，，虽然只有一虽然只有一
个环节个环节，，却起到了却起到了““育种加速器育种加速器””的关键作用的关键作用。。据了据了
解解，，南繁加代繁殖南繁加代繁殖，，育种年限可缩短三四年育种年限可缩短三四年，，育种周育种周
期缩短期缩短11//33至至11//22。。

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效率。。通过加代缩短育种周期通过加代缩短育种周期，，大大大大
加快了新品种选育的进程加快了新品种选育的进程，，对促进种业发展有着不对促进种业发展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可替代的作用。。

一年年的一年年的““北战南征北战南征””，，不断推动寒地水稻品种不断推动寒地水稻品种
的更新换代的更新换代，，一个个突破性品种脱颖而出一个个突破性品种脱颖而出。。聂守军聂守军
团队以绥粳团队以绥粳44号为母本号为母本、、东农东农424424为父本选育而成的为父本选育而成的

““绥粳绥粳 309309””就是其中之一就是其中之一。。“‘“‘绥粳绥粳 309309’’近两年累计近两年累计
推广近推广近 100100万亩万亩，，增产稻谷近增产稻谷近 44..66万吨万吨，，新增经济效新增经济效
益益 11..33 亿元以上亿元以上，，20232023年被推介为黑龙江省主推品年被推介为黑龙江省主推品
种种。。””聂守军说聂守军说。。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持续推动由主要治理持续推动由主要治理
盐碱地适应作物向更多选育耐盐碱植物适应盐碱地盐碱地适应作物向更多选育耐盐碱植物适应盐碱地
转变转变。。所以所以，，我们将耐盐碱水稻育种也加入研究方我们将耐盐碱水稻育种也加入研究方
向向。。要向盐碱地要产量要向盐碱地要产量，，开展大面积的耐盐碱鉴定开展大面积的耐盐碱鉴定、、
产量鉴定和品质鉴定产量鉴定和品质鉴定，，力争选育优质稳产耐盐碱水力争选育优质稳产耐盐碱水
稻新品种稻新品种，，使寒地盐碱地得到有效利用使寒地盐碱地得到有效利用，，为推动种业为推动种业
振兴贡献力量振兴贡献力量。。””聂守军说聂守军说。。

全国人大代表、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绥化分院研究员聂守军：

一枚稻种
“北战南征”脱颖而出

四省区党报联动聚焦“种业振兴行动”

一颗太空种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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