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虎年新春，海南三亚树绿花红，林荫道

旁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喜气洋洋。

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是我国重要的

农作物种子繁育“大本营”。每年冬春，都有

数千名科研人员前来，利用丰富的光温资源

开展农作物加代育种研究，由此产生我国作

物育种的专业术语：南繁。据估算，全国育

成农作物 70%的新品种都经过南繁。记者

来到南繁基地，一探这里的新春气象。

“农时来了，大年
初一照样下田”

三亚水稻国家公园里张灯结彩，游人如

织，绕过喧闹，穿过一道小门，一幅宁静的田

园美景乍现眼前。

亩亩方塘，稻禾青嫩，白鹭蹁跹，不知名

的鸟儿俯冲、悬停，捕鱼、捉虫。远处的青山

连同蓝天白云，倒映在稻田水面，勾勒出峰

谷相连的动人线条。

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杨汉树今年又选择了留守，这将是他在南繁

基地度过的第五个春节。自 2004 年开始，杨

汉树就在南繁基地工作，他的坚守源自杂交

水稻亩产突破带来的震撼。

当 年 ，袁 隆 平 院 士 团 队 在 南 繁 基 地 培

育出“超优千号”杂交水稻，这让杨汉树开

了眼界，“穗子很大，单穗平均 340 粒，大一

些 的 500 粒 ，而 普 通 水 稻 只 有 270 至 280
粒。抗倒伏特别好，再怎么长都不倒，稻谷

干了也不倒。”

之后，栽培技术不断突破，“超优千号”

的纪录不断刷新，亩产一路攀升到 1100 多公

斤，目前仍是水稻育种攻关的主推品种。

杨汉树告诉记者，师部农场基地 150 亩

地 种 的 都 是 冲 产 量 的 新 品 种 、新 组 合 ，保

1000 公斤，冲 1200 公斤，还都没有定名字。

“农时不能误，农时来了，大年初一照样

下田。”杨汉树留守的主要任务是照料水稻

健康生长，每天都要顶着太阳，穿着长筒胶

鞋在稻田里奔忙，低头观察水稻材料生长，

定点标注叶龄及分裂情况。

对水稻来讲，3、4 月是南繁工作最忙的时

候，要做大量的杂交试验，但春节也闲不下

来。杨汉树指着一块围挡起来的不育系材料，

“那是去年 11月 10日播的，现在正好出穗。”

一手拿剪刀，一手持镊子，剪颖抖粉，分

分钟汗就能湿透衣服。地里忙完，坐在院子

里的凉亭聊天，杨汉树指指旁边的公寓楼，

“袁隆平院士过去就住那间房。他奋斗不

息，感染带动了一大批人。最好的种子永远

是下一个，我们都怀着同一个梦想，希望能

育出更高产、更优质、抗逆性更强的品种。”

“坚守岗位，守着
初心搞科研”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隆平生物技术公司

的实验室里，忙碌依旧。

“今年春节 90%以上的员工坚守岗位，守

着初心搞科研。”公司总经理兼首席科学家吕

玉平说，前年受疫情影响，本就偏僻的崖州好

多餐馆闭门歇业，大家地里干完活之后，太晚

了没地方吃饭，就地烤起玉米和红薯充饥。

作为一名生物育种专家，吕玉平眼中的

南繁，是沉甸甸的国家责任和是金子总会发

光的人生追求。凭借国际领先水平的玉米

生物育种技术、科研团队全员持股等机制，

短短两年多时间，这家科技创新型企业已经

壮大到 60 多人，其中不乏国际知名企业的优

秀人才。

“隆平 007 芯片含有 3 个抗虫基因和 1 个

抗除草剂基因，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改良品

种能够有效抵抗近 10 种害虫，玉米产量提高

15%以上。”在大约 10 平方米的窄小办公室，

吕玉平讲述了入驻科技城之后的故事，“近

两年，每年要在南繁基地待 300 多天，即便去

北京开会，也是买当天最早的航班去，买最

晚的航班回。”

“科学家要敢于走出舒适区。”吕玉平

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守好技术国门，成为

科技城实实在在的品牌。”

最近，隆平生物在鼓励创新上又有新动

作，为优秀员工发放了 12 个月、9 个月、6 个

月工资不等的年终奖。24 岁的湖南女孩易

金 麒 就 获 得 了 12 个 月 固 定 工 资 额 度 的 年

终奖。

“可别小瞧这个新来的大学生。为避免

科研材料浪费，每天完成工作后，用同事们

使用过的材料练习，几乎每个夜晚都能在实

验室看到她忙碌的身影。仅实习 4 个月，专

业能力已可比及同行业有 2 年工作经验的员

工，玉米剥胚出苗成功率是其他人的 5—10
倍。”吕玉平说。

易金麒很享受玉米遗传转化实验室的

工作，先在显微镜下通过双手分离出比小米

粒还小的玉米胚芽，再到温光培养室将剥离

之后的胚芽培养出苗。“技术路线创新，育种

周期提速，90 天能种一季玉米，每天都有实

验要做。看玉米胚芽培养出苗真的很奇妙，

每每想到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国家需求相契

合，就感觉特有成就感。”

“越懂得种地的
辛苦，越明白科研的
价值”

“我的天，这个让我怎么数！”听到一声

感叹，记者循声望去，何云川正在更换的一

张粘虫板上密密麻麻全是虫。

何云川是浙江大学海南专项第一届博

士生，主修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去年他

们 课 题 组 在 崖 州 区 崖 城 镇 大 蛋 村 租 下 一

亩 二 分 地 ，种 了 两 茬 豇 豆 ，开 始 做 基 础

研究。

“豇 豆 是 海 南 冬 季 瓜 菜 的 主 打 种 植 品

种，虫害严重，农药使用多，培育出抗虫的

豇豆品种，对当地发展至关重要。”浙江大

学南繁检验检疫与作物健康团队负责人祝

增荣说。

何云川第一茬种植了 200 个豇豆品种，

筛选出 65 个具有高抗虫基因和高感虫基因

的品种，第二茬再次验证筛出的 65 个豇豆

品种。“根据田间不断种植验证观察，结合

实验室内生物技术手段，分别筛选出 3—5
个具抗虫基因和感虫基因的豇豆品种，明

确其抗虫机制，为豇豆害虫的绿色防控提

供理论支持。”

地里的豇豆形状各异，红绿黑褐都有，

长得最慢的野生种有的还没有开花。课题

组的豇豆不打农药，定期更换 20 厘米× 25 厘

米大小的黄蓝粘虫板，再通过室内计数，统

计虫子的种类和数量，明确豇豆每个生育期

虫害发生种群动态及多样性。大田里看不

同豇豆品种抗性表型，实验室内研究相关

机理。

春节假期，研究数据不能断，实验室的

虫 子 也 得 有 人 喂 。 何 云 川 跟 课 题 组 的 老

师 周 瀛 、同 学 陈 秋 霖 一 道 ，用 保 鲜 膜 封 好

粘虫板，背面标注清楚换板日期及品种编

号，收种时，在收种袋上标注品种编号，接

着 采 摘 成 熟 的 豆 荚 ，为 下 次 实 验 准 备

种子。

红色豆荚怎么区分成熟与否？“捏一下，

有很脆的声音就是熟了。”何云川答道。

南繁一年，吃苦不少。为了避开日头，

他们早上 5 点起床下地干活，40 多摄氏度的

高温中，汗湿透了衣衫，“农民增收不易，越

懂得种地的辛苦，越明白科研的价值。”

吃苦不少，收获也不少。何云川在崖州

湾种子实验室申请到了自己主持的第一个

课题，“新的一年希望能有新突破”。

左上图：何云川（左）和周瀛在更换粘

虫板。 本报记者 周亚军摄

科研人员坚守南繁基地开展农作物育种工作—

把梦想种进这片热土
本报记者 周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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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吴秋余）中国人民银行

发 布 的 数 据 显 示 ：今 年 1 月

份 ，我 国 人 民 币 贷 款 增 加

3.98 万亿元，为单月统计高

点，同比多增 3944 亿元。截

至 1 月末，我国本外币贷款

余额 202.59 万亿元，同比增

长 11.2% ，人 民 币 贷 款 余 额

196.65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5%。

分 部 门 看 ，1 月 份 住 户

贷 款 增 加 8430 亿 元 ，其 中 ，

短 期 贷 款 增 加 1006 亿 元 ，

中 长 期 贷 款 增 加 7424 亿

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3.36 万 亿 元 ，其 中 ，短 期 贷

款增加 1.01 万亿元，中长期

贷 款 增 加 2.1 万 亿 元 ，票 据

融 资 增 加 1788 亿 元 ；非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贷 款 减 少

1417 亿元。

在 存 款 方 面 ，1 月 份 人

民币存款增加 3.83 万亿元，

同比多增 2627 亿元。其中，

住户存款增加 5.41 万亿元，

非金融企业存款减少 1.4 万

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 5849
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

款减少 1836 亿元。截至 1 月

末，本外币存款余额 242.6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2% ，人 民

币存款余额 236.07 万亿元，

同比增长 9.2%。

据 初 步 统 计 ，今 年 1
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6.17 万亿元，比上年

同 期 多 9842 亿 元 ，其 中 ，对 实 体 经 济 发 放 的 人 民

币贷款增加 4.2 万亿元，为单月统计高点，同比多

增 3806 亿元。截至 1 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320.0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5%，其中，对实体经济

发 放 的 人 民 币 贷 款 余 额 为 195.71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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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国 务 院 常 务 会 议 决

定，常态化制度化开展药品和高

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进一

步降低患者医药负担。11 日，国

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

会，介绍深化药品和高值医用耗

材 集 中 带 量 采 购 改 革 进 展 情

况。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陈金甫

表示，国家组织、联盟采购已形

成常态化格局，集采竞价规制、

质量、供应、配送、使用的保障机

制和配套政策日趋完善和优化。

陈金甫介绍，2018 年以来，

国家医保局会同有关部门以带

量采购为核心，推进药品和高值

医用耗材带量采购改革。经过 3
年努力，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已经

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截

至目前，已开展 6 批药品带量采

购，共采购 234 种药品，涉及金额

占公立医疗机构年药品采购总

额的 30%。2021 年开展胰岛素专

项采购，首次将集采从化学药品

拓展到生物药领域。此外，高值

医用耗材的集采集中在心内科

和骨科：心脏支架集采已经平稳

运行一年，中选支架总量 169 万

套 ，达 到 全 年 协 议 采 购 量 的 1.6
倍；2021 年针对较为复杂的骨科

耗材开展国家组织的集采。

地 方 在 参 与 国 家 组 织 集 采

的同时也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省

级和省际联盟集采。从采购品

种看，地方在化学药、中成药、生

物药三大类药品板块均有涉及，

冠脉球囊、眼科人工晶体两个品

种也已经实现了省份全覆盖。

“ 集 采 规 则 不 断 优 化 ，质 量

监管更为严谨，供应保障更为稳

定，使用政策更为完善，总体呈

现了价降、量升、质优的态势。”

陈金甫介绍，一是价格回归合理

水平，群众受益明显。前 6 批药品集中采购平均降价 53%，心

脏支架平均降价 93%，人工髋关节、膝关节平均降价 82%，有

力挤压了虚高空间。从 3 年的改革累计成果来看，国家组织

集采节约费用超 2600 亿元。

二是临床使用药品、耗材的质量得到稳定提升，临床服

务需求充分释放。统计显示，集中采购品种中，群众使用原

研药和通过质量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药品，份额从集采前的

50%上升到 90%以上。以心脏支架为例，原来的支架产品 1/3
是不锈钢支架，现在基本被淘汰，中选的铬合金支架使用率

达到 95%。

三是推动形成公平竞争、质量保障与创新驱动的行业发

展新格局。集采通过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竞争方式，逐步完

善了医药领域以市场为主导的价格形成机制，引导企业加强

质量和成本控制，积极开展产品研发和一致性评价。通过创

新驱动和质量保障，使医药行业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此

外，通过集约的医保基金购买，有力推动医疗机构加强内部管

理和公立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将常态化制度化地开展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带

量采购。”陈金甫说，要推进集采提速扩面，药品集采在化学

药、中成药、生物药三大板块全方位开展；高值医用耗材集采

重点聚焦骨科耗材、药物球囊、种植牙等品种。力争到 2022
年底，通过国家组织和省级联盟采购，实现平均每个省份覆盖

350 个以上药品品种，高值医用耗材品种达到 5 个以上。

国家卫健委药政司负责人王雪涛介绍，国家卫健委会同

其他部委印发了《关于加强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促进合理用药

的意见》，指导和要求各地优先选择国家集采中标药品，鼓励

医生优先开具国家集采中标药品。在二、三级公立医院绩效

考核系统中，明确规定国家集采中标药品使用和使用比例指

标，强化国家集采药品的使用。在临床方面，通过处方审核、

抽查、药学服务、用药监测等措施，持续加强合理用药管理。

2020 年，公立医院药品使用监测数据表明，全国所有的二、三

级公立医院和 55%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了一

批、二批的国家集采中标药品。

中选产品的质量安全关系广大患者的切身利益。国家药

监局药品监督管理司负责人李茂忠表示，国家药监局将集采

中选产品的质量监管作为监管的重中之重。在仿制药一致性

评价方面，对一致性评价的注册申请建立了绿色通道，随到随

审，严格现场检查，严把技术标准。截至 2021 年底，共有 693
个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在药品质量监管方面，对集采中选

企业进行全覆盖监督检查、对中选产品进行全覆盖抽验。稳

步推进集采中选产品的追溯管理，逐步实现集采中选产品上

市后全过程可追溯。在高值医用耗材质量监管方面，将集采

中选的冠脉支架、人工关节等产品列为质量安全风险排查治

理的重点，监督企业全面排查风险隐患，部署对生产企业开展

飞行检查。

随着纳入集采的产品品种数量不断增加，如何保障产品

的稳定供应？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负责人周健说，将继续开

展国家集中采购药品动态监测，及时发现并协调解决可能影

响生产供应的苗头性问题，保障中选品种能够稳定供应市

场。督促企业做好中选品种的生产供应，支持企业开展技术

改造，提升生产供应保障能力。集中攻坚医药产业短板难题，

支持一批解决关键共性技术、示范带动作用强的优质项目，引

导企业在生产工艺、高端辅料、制药设备等领域实现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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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小云是重庆市黔江区阿蓬江镇柒坨村卫生室的村医。

2003 年，帅小云成为柒坨村卫生室的妇幼保健员（后为乡村

医生），一干就是 19 年。

除了诊疗疾病，帅小云还要负责 6 个村民小组 393 户 900
多人的健康档案建立、慢病管理、健康教育宣传、孕产妇和儿

童健康管理、中医药服务等 14 个大项 40 多个小项的公共卫生

服务。她还是村民们的签约家庭医生，定期通过电话、上门等

方式调查和管理村民的健康状况。

柒坨村地处山区。今年春节前后，当地出现持续雨雪天

气，路上积雪成冰、行走困难，帅小云依旧坚持出诊和上门

服务。

上图：2 月 10 日，帅小云走在出诊路上。

左图：帅小云（左）在村民家指导用药。

杨 敏摄（影像中国）

19年，守护村民健康

■记录中国R

（上接第一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四是实施乡村

建设行动，聚焦交通便捷、生活便利、服务提质、环境美好，建

设宜居宜业乡村。五是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农村生

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建设绿色美丽乡村。六是加强和

改进乡村治理，加快构建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文明和谐乡村。七是实现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能

力 ，让 脱 贫 群 众 过 上 更 加 美 好 的 生 活 ，逐 步 走 上 共 同 富 裕

道路。

《规划》谋划了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安全保障、乡村产业链

供应链提升、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等 9 方面 58 项重大工程、行动和计划，提出了畅通城乡要素循

环、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扩大农

业对外开放等改革措施，并要求健全落实机制保障规划顺利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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