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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粮食安全，习近平

总书记曾多次强调：“中国人的

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

己手上。”2018 年 4 月，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国家南繁科研育种

基 地 ，指 示 建 设“ 南 繁 硅 谷 ”。

今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

南 省 三 亚 市 崖 州 湾 种 子 实 验

室 考 察 调 研 时 再 次 强 调 ：“ 只

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

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

粮食安全。”

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每

年 9 月至翌年 5 月，都有大批农

业科研工作者像候鸟一样来到

海南，利用这里独特的热带气

候 条 件 和 丰 富 的 热 带 种 质 资

源，开展作物种子繁育、制种、

加代、鉴定等科研活动，这被称

为“南繁”。目前，累计超过 60
万人次的科研工作者在这里开

展育种制种，从杂交水稻到高

产玉米，从抗病虫害的棉花到

脆甜的哈密瓜，在我国已经育

成的万余种农作物新品种中，

有七成以上都经过南繁培育。

杨沐的报告文学《南繁——筑

牢中国饭碗的底座》，就聚焦位

于海南省三亚市、陵水黎族自

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及周边

地区的南繁基地，在深入采访

的基础上，记述了南繁基地的

发展历程及其卓越贡献，为读

者 揭 开 我 国 农 作 物 种 子 繁 育

“大本营”的神秘面纱。

该书题材新颖、主题重大，

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种子被

称作现代农业的“芯片”，也是

科技较量的新赛道。南繁作为

推进我国种业科技创新的重要

平台，对丰产丰收意义重大，关

乎粮食安全和国家发展。从这

个角度来说，书写南繁基地，也

是在书写国计民生，书写“国之

大者”。杂交水稻、抗病虫害棉

花、紧凑型高产玉米等育种过

程，在书中得以一一呈现。作

者通过细致刻画每次成功背后

的曲折坎坷、每一点科研进展

的来之不易，串起中国育种事

业的广阔图景。

南繁故事也是科学家的故

事。作者聚焦袁隆平、李必湖、

颜龙安、谢华安等杂交水稻专

家，讲述他们如何不断探索，历

经台风、暴雨等灾害考验，最终

发现雄性不育野生稻，成功研

制出三系法杂交水稻，探索出

科 学 育 种 路 径 ，培 育 出 汕 优

63、珍汕 97A、明恢 63 等一系列

优质水稻品种。该书还讲述了

以吴绍骙、程相文、李登海等为

代表的玉米育种专家的故事，

同样感人至深。程相文得知孩

子身患重病后，为了不影响科

研进度，坚持等玉米开花授粉

完成才辗转回到家中。还有一

次，村民们以为海啸即将来临，

于是匆忙转移到山上，正苦于

没有东西吃，程相文就把正在

培育中的玉米新品种作为救命粮食送给村民。结果那一

年的实验无功而返，但他无怨无悔。再比如，抗病虫害棉

花专家郭三堆为寻找野生棉踏破铁鞋，最终在偏远海岛

找到蓬蓬棉的故事，情节曲折、细节生动。

这一个个动人的南繁故事承载着勇于创新、百折不挠、

无私奉献的精神。一代代南繁人集体协作、接续奋斗，为中

国的种子事业奉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许多农

业新品种都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不断探索突破，才最终取

得成功。“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袁隆平、吴明珠、

李登海、谢华安等老一辈农业科学家终其一生，致力于培育

种质资源，用种子改变了中国的农业面貌，促进了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他们自身也如一粒粒优秀的种子，深深地扎根

祖国沃土，造福国家和人民，体现了崇高的家国情怀。这种

科学家精神正在被今天的年轻一代所传承。

作为一位海南本土作家，作者长时间跟踪南繁基地发

展，持续深入采访，积累了大量宝贵资料，满含深情地书写，

创作出这部既有价值又颇具可读性和感染力的作品。南繁

故事还在继续，南繁故事中的奋斗精神和科学家精神还在

传递。期待更多有力的文学书写，为此立传赋形。

（作者为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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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繁作为推进我国种业科技创新的
重要平台，对丰产丰收意义重大，关乎粮
食安全和国家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
书写南繁基地，也是在书写国计民生，书
写“国之大者”。

为让更多人了解公安民警，走近并爱戴

这一特殊职业群体，我回顾职业生涯中亲历

和听到的许多真实故事，创作了公安题材长

篇小说《铸剑》。

我出生在一个警察家庭，父母都曾是公

安民警，我二十岁加入公安队伍。这使我熟

悉公安民警的工作和生活，了解他们的喜怒

哀乐和酸甜苦辣。面对工作，他们有智有勇，

敢于担当，在国家法律受到践踏、人民利益遭

受侵犯时，会毫不犹豫地冲在前面；在生活

里，他们是父母、儿女、爱人，有着常人的眷恋

和牵挂。这些独特的职业体验与生活感受成

为我创作的直接动力。

“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这

些年来，我创作了五部长篇小说和一部报告

文学，有的还被改编为影视作品。这次动笔

前 我 问 自 己 ：应 该 怎 样 讲 好 新 时 代 公 安 故

事？除了观察揣摩新的生活，我还深入研究

了那些历经时间淘洗的经典之作，阅读、观看

了古今中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量

相关题材作品。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无 铃 的 马 帮》《双 铃 马 蹄 表》《秃 鹰 崖 擒 匪

记》，还是改革开放后的《神圣的使命》《刑警

队长》《便衣警察》，这些作品之所以能成为一

代人的记忆，甚至有青少年读者在阅读后将

侦查员作为职业理想，关键在于成功塑造了

一批勇敢智慧的人物形象。

塑造人物的关键，在于处理好现实生活

与艺术创造的关系。我的作品多少带有个人

经历的印痕，但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并非生活

体 验 的 堆 砌 ，而 在 于 对 生 活 体 验 进 行 再 创

造。由于我离公安一线近，鲜活素材俯拾皆

是，反而容易混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缺乏

对素材的精当取舍和艺术加工。为避免被素

材困扰，创作者需要将生活体验提升为精神

体验，从故事编织者变为有思想深度的艺术

创造者，从哲理的高度去重新加工素材、结构

故事。

在《铸剑》中，我决定有所突破，跳出公

安写公安，跳出案件写案件，通过书写警察

面对的困难挑战以及他们的机智神勇，多侧

面塑造公安民警形象，用他们的磨砺过程体

现新的时代气息。《铸剑》讲述了父子两代警

察的故事，主人公鲁沂蒙在不断摔打中百炼

成钢，主持破获了一系列疑难大案，成长为

一名优秀的公安民警。在小说中，案件是载

体 和 背 景 ，通 过 描 写 十 余 起 各 类 案 件 的 侦

破，凸显主人公的内心成长和守护人民平安

的坚定意志。叙述模式上，不再是案情的着

意穿凿，而是借案件有机排列，由浅入深彰

显主题。主人公一线串珠，串起一组性格各

异的人物在时代大潮中的不同命运，增强作

品的历史纵深感。比如鲁沂蒙的同乳兄弟

小喜，由于家庭背景和性格等原因，走上了

与主人公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一个

成了破案的警察，一个成了好勇斗狠的犯罪

嫌疑人。二人之间的故事融法、理、情于一

体，在生活的复杂性中展开正义与邪恶的斗

争，由此展现出人民警察的忠诚信念、担当

精神和英雄气概。

《铸剑》尝试以生动故事表现公安战线那

些为人民平安殊死拼搏的公安英模群像，展

现了人民警察内心深处对人民的大爱。希

望 这 部 小 说 在 公 安 题 材 创 作 上 抛 砖 引 玉 。

当 前 ，公 安 战 线 涌 现 出 大 量 可 歌 可 泣 的 故

事，提供了大量鲜活素材。我们需要以超越

个人的视角去观察大千世界，用春风化雨、润

物无声的方式为人民卫士塑像。

（作者为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

为人民卫士塑像
武和平

《铸剑》：武和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

2017 年 6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

考察时指出：“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

产业，也是高技术竞争的关键领域，我们要奋

起直追、迎头赶上。”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和

产业快速发展，不断对材料提出新要求，推动

新材料持续创新发展。目前，可供人类使用

的材料达 5 万多种，高性能、高功能、多功能的

新型材料正在陆续开发中。

材料是人类用来制造物品和建造设施的

物质，我们看到的所有人造物品和设施都由

材料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认

识、开发、利用新材料的历史。每一种重要新

材料的开发和应用，都把人类认识自然和善

用自然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特别是

近 200 年来，材料科学技术的突破往往是科技

革命的基础和先导：19 世纪，钢铁材料加速第

一次工业革命进程，机器化生产代替手工业

生产；几十年后，电磁材料的发明推动第二次

工业革命，机器化生产迈向工业化生产；20 世

纪，半导体材料的出现推动人类迈向信息化，

迎来第三次工业革命；进入 21 世纪，新一代电

子信息材料正在加速推进由信息化迈向智能

化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新材料应用不断造福人类

我们今天所说的“新材料”，一般指上世

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快速

发展催生的新一代材料。

与传统材料相比，新材料最重要的特征

是具有全新的优异性能或特殊功能。比如在

通信领域，手机诞生之初还是“半截砖”式的

大块头，后来，人们对电子器件小型化、高品

质化的需求，催生了超精细化半导体材料、滤

波材料、散热材料、超薄玻璃等新材料，推动

了智能手机的诞生、优化和普及。又比如，对

大容量、抗干扰、保密性强的光纤通信的需

求，推动新一代光纤玻璃替代传统通信电缆

中的铜、铝等金属，大大缓解了金属生产带

来的环境、资源和能源等问题。与传统材料

相比，新材料发展也更加凸显多学科交叉、

产业融合、技术集约等特点。例如，未来的

机器人将更具人性化特点，智能“软材料”成

为开发重点。这种自适应人造软体需要物

理、化学、机械学、电动力学、流体力学等诸

多学科科研人员合作研发。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新材料研发及产

业化正在发生巨大变革，越来越多的颠覆性

前沿材料陆续被研发出来并得到产业化应

用。例如，具有溶液纳米晶性质的量子材料，

在纳米半导体领域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新特

性，将对生物医疗、照明产业、移动设备、新能

源、通信技术产生深远影响。又如被称为“最

轻固体材料”的气凝胶，俗称“蓝烟”，具有极

低的密度、高比表面积和高孔隙率，因此具有

独特的光学、热学、力学、声学以及电学性能，

在航空航天、防灾救灾、储能器件等领域具有

广泛的应用前景。

今天，伴随智能感知技术、物联网、人工

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新材料

产业化研发进程空前加快。数字化技术的引

入，改变了新材料研发模式、应用开发及产业

化体系建设，推动材料学进入数字化时代。

瞩目未来，更多新材料的出现将带来怎

样的新变化、新发展，还难以准确预见，不过

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生产要素和市场

要素的变革，将不断催生新经济增长点和新

兴产业，产品个性化、定制化、人性化成为主

流，为新材料提供了广阔应用场景；二是围绕

可持续发展，能够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的新材料将大有可为。新能源材料是新能

源、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物质基础；环境友

好材料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

至关重要；轻质高强的新型结构材料则有助

于节能降耗增效；等等。

推动材料大国迈向材料强国

当前，我国新材料研发生产已进入高速

发展的快车道，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做出巨大贡献。

根据我国发展需求，新材料可分为先进

基础材料、关键战略材料和前沿新材料。先

进基础材料是在传统钢铁、水泥、玻璃等材料

基础上新发展的材料。比如超级钢通过创新

工艺让钢内部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实现超长

寿命服役，对航空航天、轻型汽车、高速列车

等结构材料的更新换代意义重大。目前，我

国在该领域是领跑者。关键战略材料如心脏

支架，体积虽小但材料科技含量高，要同时具

有自适应血管弹性、抗内膜增生、体内无毒降

解、可携带血栓药物等功能。前沿新材料是

指正在研发的材料。比如，目前最薄、最坚

硬、导电性和导热性最好的材料石墨

烯，已在传感器、新能源电池以及海水

淡 化 等 领 域 表 现 出 强 劲 的 发 展 势 头 。

我国在石墨烯领域的专利数和产业化程

度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在新材料科研领域，我国发明专利和科

研论文数量可观，尤其在前沿热点领域表现

出强劲势头，部分领域与国际一流水准形成

并跑甚至领跑的局面。在新材料生产领域，

我国形成了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材料

产业体系。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新材料是

一个涉及原材料、研发、加工、器件化集成等

的复杂系统学科，当创新要素与生产要素融

合时，我们在体系化协同创新能力、新材料企

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和材料“产学研用”一体化

平台建设等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为我国提供前所未

有的重大机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智

能制造、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对材

料进一步提出了超高纯度、超高性能、超低缺

陷、高速迭代、多功能、超耐用、低成本等要

求。新材料在材料提取、合成、制备、加工、改

性、应用等技术方面，也正向着新的高度攀

登。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抓住这一机遇，推动

我国从材料大国向材料强国迈进。在新材料

研发方面，我们要通过结构材料功能化实现

一体多性能；通过探究材料性能超常化，推出

超性能、超耐用、超微观可控、高迭代化新品

种。我们还要提高新材料研发、生产和应用

的智能化水平，以加快重大原创技术和行业

颠覆性技术研究，实现新材料生产品质化、精

准化、定制化、多样化，实现材料产品与应用

端科学集成一体化。

新材料的研发与应用，是衡量现代国家

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如果能

在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材料领域中占主导

地位，在关键材料的国际竞争中居于领先地

位，往往就能占据全球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战

略制高点。为此，新材料领域科技工作者正

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不断加强新材料研发，推

动我国早日成为材料强国。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

党委书记）

图①：新一代半导体材料氧化镓晶圆。

龙 巍摄（人民视觉）

图②：新材料生产车间。

许丛军摄（人民视觉）

制图：赵偲汝

新材料新材料——

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物质基础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物质基础
李元元李元元

推荐读物：

《走近前沿新材料》：韩雅芳、潘复生

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

《2049 年中国科技与社会愿景：新

材料与未来世界》：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编

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材料科学基础》：余永宁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出版。

《智能农机技术路线图：1.0 版》：庞

春霖主编；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综合论述了智能农机技术路径

和发展方向，为促进我国农业和农机领

域的科技创新、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提

供有益参考。

①①

②②

《血脉》：陈启文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

该书记述了在党中央领导下，来自

珠三角地区的上万名建设者为解决香港

同胞饮水困难问题，克服重重挑战，搭建

对港供水生命线的真实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