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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一片和暖的海南三亚制种基地里，

稻农正忙着为抽穗扬花的水稻“赶粉”——再

过 1 个月左右，这片稻田里结出的“泰丰优农

39”种子，就到了收获的时候。“保守估计，连

同湖南、福建 4 个点在内的约 150 亩制种田，

可收获近 6 万斤稻种，满足 2.5 万亩双季晚稻

的播种需要。”负责推广这一品种的湖南金色

农丰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林维群说。

2020 年年底，“泰丰优 农 39”的 初 审 结

果 传 来 ，湖 南 省 农 科 院 水 稻 研 究 所 一 片 欢

腾——省内 7 个试验点，两年连续试验中，作

为测试品种的“泰丰优农 39”平均亩产 583.5
千克，在同等耕作条件下，比以稳产和丰产闻

名的对照品种还增产 4.6%。这意味着，这款

杂交稻新品种，优质丰产，顺利通过审定，可

以推向市场。

“ 这 是 种 质 资 源 合 作 和 精 深 研 究 的 成

果。”湖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所长赵正洪兴

奋地说，“这个稻种的推出，将有利于弥补国

内一等优质杂交晚籼稻品种培育的不足。”

测 试

优势互补让水稻丰产又优质

“11 号，米饭清香，饭粒完整，有黏性，基

本不黏牙，软硬适中……”

还不到中午，湖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

实验楼上，已经米香四溢。桌上 23 份刚蒸煮

好的米饭按照编码排列。只见赵正洪揭开一

个实验皿，用筷子挑起米饭，一闻、二看、三

尝，从气味、外观结构、适口性等多个维度，逐

一对米饭的食味品质进行分析点评。旁边，

团队研究人员将之详细记录下来。

“食味指标评测，是优质稻评选的重要环

节之一。”赵正洪告诉记者，在国家标准和地

方标准中，对优质稻的米质都有很明确的要

求，既包含了稻米整精米率、垩白度等理化指

标，也包括了食味品质分，“还需要以市场上

已经广泛为人接受的优质稻米作参照，才能

对测试品种准确赋分。”

23 份测试样品，有的来自目前国内外正

耕种的成熟水稻品种，余下多数是研究所从

试验田里收割上来的试验品种。

盲评结束，杂交稻“泰丰优农 39”的食味

评分与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推荐作为

稻米食味品鉴参照系的“玉针香”几乎相同。

“过去，人们常常觉得，水稻在丰产和优

质两方面不可兼得。”赵正洪说，成熟的常规

稻品种经过不断改良，品质容易得到提升，而

杂交稻在丰产方面着力，高产稻乃至超级稻

品种不断涌现，“实际上，结合两者优势，可以

实现丰产和优质‘两头甜’。”

不过，高产杂交稻要做到优质，需要的条

件确实比常规稻更加苛刻。“杂交稻的基因来

自于父本（恢复系）和母本（不育系）两方面，

往往需要经历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的筛

选。”赵正洪说，“要将这些优异材料及其基因

组合在一起，培养出丰产而优质，同时抗倒伏

能力等综合性状都好的‘全能选手’，更不是

简单做加法就可以实现的。”

“泰丰优农 39”的培育，正能说明其中的

艰辛。

突 破

艰辛工作换来成功曙光

清早，湖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

员周政搭上班车，去往距离研究所 50 公里外

的长沙市高桥科研基地。200 余亩良田上，

已是一片忙碌景象。

为了选育具备优异基因的稻种，研究团

队每年配制不下 300 组杂交组合用于创制新

的稻种资源。周政告诉记者，一年到头，他和

同事们都奔忙在田间地头。

在水稻生长的关键期，不管是人工去雄、

授粉等试验步骤，还是观测水稻生长变化，大

家往往顶着大太阳在稻田里一待就是好几个

小时。“我们是追着日头跑的人。”周政说。正

是在这种工作强度下，赵正洪团队培育出了米

质表现突出的一等优质常规稻品种“农香 25”。

优质的问题解决了，赵正洪还想在丰产

和提高抗逆性等方面做突破，便决心以这一

品种为基础，培育杂交稻。然而，优质常规稻

因遗传来源相对单一、不具有恢复能力等，无

法长期用作杂交稻父本。这让团队在优质杂

交稻的研究方面，一度止步不前。

关键时刻，团队打开思路，想到了此前高

产杂交稻父本多来自华南稻。于是，团队与

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取得联系，连续几

年到广东与当地水稻育种人员交流，并交换

各自的稻种材料。

获得材料后，周政就跟着团队一起利用

华南稻开展优质稻改良工作。但接连几百组

有性杂交改良试验都效果甚微。“做科研就得

下苦劲。方向没有错，我们就坚定地要搞出

来。”周政说。

2014 年，艰辛的工作换来了成功的曙光。

从“农香 25”改良迭代的“农香 39”品种，在高产

和高抗逆性方面都表现出了潜力，最关键的是

具备了恢复能力，可用作杂交稻父本。

团队马不停蹄，又从广东省农科院水稻

研究所交流来较为成熟的不育系母本，开展

大规模测配工作。

终于，2018 年，团队通过优质父本与优

质母本配制出了既丰产又优质的杂交稻品

种，在当年的湖南省优质稻评选中，获评一等

优质杂交稻。

接 力

几代人研究积累数
万份稻种资源

从获评一等优质杂交稻，到真正走上老

百姓的餐桌，还需要至少两年的区域试验。

以湖南省水稻品种试验方案为例，每个品种

需在湘南、湘中、湘北多地，至少 7 个试验点，

历经两个生产周期，完成湖南省农作物品种

审 定 委 员 会 组 织 的 区 域 试 验 ，并 达 到 审 定

标准。

在周政的印象中，不少参试的优质稻新

品种都没挺过这一关，或是抗病性稍差，或是

产量不达标，或是在各地表现不稳定。

“按照湖南省相关标准，在适应性、抗逆

性等方面都达标的情况下，参试的一等优质

稻新品种在产量方面，允许比对照品种有 5%
以内的减产幅度。”赵正洪说，“因此，‘泰丰优

农 39’能够在产量、品质等方面超出参照标

准，实属不易。”

这 来 之 不 易 的 结 果 背 后 是 几 代 人 的

积 累 与 接 力 。“ 在 湖 南 省 农 科 院 种 质 资 源

库 ，储 藏 了 大 约 2.5 万 份 稻 种 资 源 ，较 早 的

可 以 追 溯 到 上 世 纪 五 六 十 年 代 系 统 开 展

水 稻 研 究 的 时 候 ，是 几 代 人 研 究 积 累 下 来

的。”周政告诉记者，“近年来，在稻种改良

过 程 中 ，还 得 到 了 一 系 列 最 新 的 、具 有 优

异 性 状 的 中 间 材 料 ，我 们 也 及 时 保 存 在 库

里 ，虽 然 不 一 定 能 在 生 产 上 推 广 应 用 ，但

可 以 作 为 特 异 的 稻 种 资 源 ，用 于 下 一 步 水

稻品种的改良。”

相较当年仅手握一个优质稻父本，且母

本需要向外界寻求合作的窘境，如今，研究所

已储备了上千个品种的相关备选父本，自研

的具备杂交优势、可开展试验的母本品种也

有了 10 多个。

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加快了研发优质新品

种的步伐。由于分子鉴定技术的应用，现在，

通常不再需要将海量的杂交搭配组合逐一试

验耕种。“比如要培育具有清香味的杂交稻品

种，通过锁定影响稻米香味的基因，可以将需

要筛选甄别的试验组合，从上万种减少到数

百种。”周政表示。

“从国标一等优质常规稻，到一等优质杂

交稻，水稻的产量在提升，品质也能做到一样

好。”赵正洪说。

图①：2014 年 3 月，在海南三亚南繁基

地，周政在查看、记录水稻生长情况。

图②：2017 年 9 月，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龙山县，赵正洪（左）给当地农户

示范优质稻种植行宽比。

图③：“玉针香”与“泰优农 39”（现名为

“泰丰优农 39”）米样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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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0年年底通过初
审，到走向田间地头，一款
由湖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
所培育的优质稻新品种，经
历的时间不过短短数月。
但此前，为了实现丰产和优
质并存，它已经过漫长的科
研试验。这背后，是科学家
团队一次次的测试、研究攻
关以及几代人对稻种资源
和技术应用的积累。

确认患者摆位，按下启动按钮，

检查床自动进入扫描位，探测器开

始捕获射线数据……在湖北省鄂州

市中心医院，被称为“癌症预警机”

的全数字 PET/CT（正电子发射及

X 射线断层成像）设备自去年 6 月投

入试运行以来，通过一系列精准的

参数为数百名患者提前“揪”出了癌

症病灶。

“全数字 PET/CT 设备的口碑

正 不 断 上 升 ，最 初 平 均 4 天 接 待 1
人，现在每天平均有 5 人进行 PET/
CT 检查。”全数字 PET/CT 发明人、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谢庆国介绍，我

们实现了国产创新医疗器械从 0 到

1 的跨越式发展，接下来要尽快驶

入从 1 到 N 的发展快车道。

作为武汉智慧医疗的重大成果

之一，全数字 PET/CT 只是当地数

字经济的亮点之一。当前，智慧交

通、智慧物流、在线医疗、在线教育

等数字经济领域，也在快速发展。

据介绍，武汉数字经济去年增加值

占全市 GDP 比重达 40%左右，数字

经 济 重 点 产 业 增 加 值 增 速 超 出

GDP 增速 8 个百分点。

“建成全国数字经济一线城市，

成为全球数字经济产业链、价值链、

创新链上的重要节点。”这是《武汉

市突破性发展数字经济实施方案》

定下的目标。

实 现 这 一 目 标 ，武 汉 有 底 气 。

2019 年 8 月，首批 5G 基站在当地投

入使用，目前武汉已累计建成超过

2.5 万个 5G 基站，实现三环内连续

高质量覆盖和远城区重点覆盖。国

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顶级节点注

册量不断增长，天基物联网项目已

启动组网，卫星测运控中心正式建成。

除了强大的数字经济基础，武汉也有明确的规划图：聚

焦“两化三融合”，即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进制

造业、服务业、农业的数字化融合。

“这是我们牵头打造的东风领航产品，目前已开通 10
多条试运行线路，安全自动驾驶里程超过 30 万公里。”在东

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无人驾驶汽车项目负责人边宁向记

者介绍最新的研发成果。

“十三五”时期，东风公司一直致力于自主掌控自动驾

驶关键技术。“目前，我们的自动驾驶出租车搭载了‘5G+北

斗’定位、动态规划决策、‘人车路网云’协同技术，可实现车

辆云端监控、远程订单下发、人车交互等功能。”边宁说。

不仅如此，基于强大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武汉也在

“光芯屏端网”等优势领域持续发力，一批数字经济领域国

家级创新成果正在涌现：800G 超高速硅光芯片等关键共性

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球首款 128 层 QLC 闪存芯片问世、

国内首条柔性折叠显示屏生产线投产。

“通过信息化及数字化建设，我们的中心仓启用立体库

和自动化分拣系统，建立了快速响应的物流网络，高峰期能

够支撑 15 万至 20 万日订单发货量。”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

司信息技术事业部副总经理罗轶群说，如今，数字经济已深

度“嵌入”武汉人的生活。2020 年，武汉限上企业网上实物

商品零售额增长 7.6%。

产业数字化也在迅速推进。去年以来，武汉市加大力度

实施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一周举办一场智能化推广会，智能

化改造“周五之约”已成为武汉推动企业新技改的品牌活动。

近日，武汉“2021 相约春天赏樱花”经贸洽谈会举行，

会上共签约项目 112 个，签约总金额达 3462.23 亿元。据

悉，此次签约项目大部分聚焦武汉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制造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等领域，将为武汉数字经济飞速

发展提供更强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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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4月 12日电 （记者周亚军）上海泛亚航运有

限公司“飞云河”轮近日在海南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顺利加

注保税燃油 93 吨，节约人民币 4.1 万元，降幅约 12%。这是

自国家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内外贸同船

运输境内船舶加注保税油和本地生产燃料油政策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后实施的首船加注业务，开启了海南自

贸港保税燃油加注业务新篇章。

为贯彻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等五部委发

布了《通知》，明确全岛封关运作前，对以洋浦港作为中转港

从事内外贸同船运输的境内船舶，允许其在洋浦港加注本

航次所需的保税油；对其在洋浦港加注本航次所需的本地

生产燃料油，实行出口退税政策。《通知》将这两种油品统称

为“不含税油”，规定境内船舶加注的本航次所需不含税油，

免征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

海南内外贸同船加注
不含税油政策落地

本版责编：林 琳 韩春瑶 李远哲

本报北京 4月 12日电 （记者陆娅楠）国家统计局日前发

布的 3 月份全国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显示，3 月 CPI 由上

月下降 0.2%转为上涨 0.4%。

从环比看，受春节后需求季节性回落影响，CPI 由上月上

涨 0.6%转为下降 0.5%。其中，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1.6%转为

下降 3.6%，影响 CPI 下降约 0.71 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分析，由于天气转

暖，鲜菜大量上市，价格由上月上涨 1.8%转为下降 14.5%；生

猪生产持续恢复，猪肉价格下降 10.9%，降幅比上月扩大 7.8
个百分点；春节后消费需求有所回落，牛肉、羊肉、鸡肉、鸭肉、

水产品和鲜果价格均由涨转降，降幅在 0.2%—1.7%之间。

从同比看，由于翘尾负向影响大幅减弱，CPI 由 2 月的下

降 0.2%转为 3 月的上涨 0.4%。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0.7%，降幅

比上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下降约 0.12 个百分点。非

食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0.2%转为上涨 0.7%，影响 CPI 上涨约

0.56 个百分点。

董莉娟分析，非食品中，3 月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1.0%，为近一年来同比首次上涨，主要是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

上涨 11.9%和 12.8%带动。

3月 CPI同比上涨 0.4%
工业消费品价格近一年来同比首涨

本报南京 4 月 12 日电 （孙保忠）2021 中国溧阳茶叶

节暨天目湖旅游节日前在江苏溧阳长三角物理研究中心开

幕。这届“两节”，溧阳市茶业协会及茶叶企业提出茶叶简

化包装绿色宣言，承诺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品牌塑造等

方面积极行动，坚持绿色协调发展，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

优势，充分释放溧阳生态红利。

自 1991 年创办溧阳茶叶节以来，溧阳以茶为媒，探索

出一条以生态创新、城乡融合为特色的发展新路。截至

2020 年年底，溧阳全市茶园面积达 7.2 万亩，各类特色民宿

近 300 家，年营业收入近 10 亿元。

开幕式当天还举办了重大项目签约仪式，现场集中签

约高效光伏电池智能制造、中关村时代上汽与上汽时代二

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目湖校区南区等 18 个项目，投资

总额达 423.2 亿元。

江苏溧阳坚持绿色协调发展
中国溧阳茶叶节暨天目湖旅游节开幕

通过融合湿度调节功能，在确保温

度、空气清洁度的基础上，实现 40%—

60%恒定湿度控制……第三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上首发的松下“6 恒气候

站”系统，已于今年 3 月在中国市场发

售，同期上市的还有在进博会上备受关

注的松下步行训练机器人。

近年来，进博会正成为全球优质商

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快速通道。从小批

量散装到大规模贸易进口，在进博会的

带动推介下，东帝汶咖啡豆迅速打开中

国 市 场 ，预 计 今 年 订 单 将 达 到 500 万

美元。

“3 届进博会，见证了中国不断扩大

开放的决心，也为全球企业进入中国市

场、扩大在华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松

下电器中国东北亚公司总裁本间哲朗

表示，松下已连续 3 年参加进博会，不

仅实现了企业的长足发展，也不断为中

国消费者带来健康养老、生鲜食品、空

气质量安全等方面的新解决方案，优势

互补、互利共赢。

“进博会的平台为我们带来了两大

机遇，首先，这是我们向中国消费者展

示产品和未来前景的平台；其次，我们

通过与社会各界的互动交流，充分评估

展品的市场潜力，为今后引进和调整产

品做出准备，进博会是我们未来产品的

试金石。”通用汽车全球执行副总裁柏

历表示。

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经过

3 年发展，进博会联通中国和世界，国际

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四

大平台作用不断凸显，成为全球共享的

国际公共产品。“朋友圈”越来越大，交

易采购及投资项目落地成果丰硕，进博

会溢出带动效应持续放大。

举办多场线上推介会，第二批 160
家参展商名单公布……目前，第四届进

博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各国企业

参展报名积极踊跃。作为连续 3 年参

展的老朋友，福维克早在第三届进博会

上就签署了未来 3 年连续参展的合作

备忘录。“通过进博会，福维克被越来越

多的中国消费者熟知和喜爱。我们对

进博会充满了期待，希望能和过去一

样，满载而归。”福维克中国区总经理查

生表示。

进博会效应持续释放
第四届筹备工作顺利，各国企业报名踊跃

本报记者 罗珊珊

①① ②②

③③

版式设计：张芳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