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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清晨，天还没亮，江西供销农

商物流大市场广昌白莲农产品交易集散

中心已是熙熙攘攘。

来自江西广昌县本地和邻县的莲农、

白莲农产品经纪人骑着摩托车、驾着小货

车，载着通心白莲干品赶来这里进行贸

易，一堆堆洁白如玉的莲子堆成了小山，

莲农和白莲农产品经纪人们随手抓起一

把，捧到掌心，摸摸干度、看看成色、闻闻

香味，再将颗颗莲子抖落，听听干莲子互

相碰撞的声响，问价之声不绝于耳。

广昌自古是莲乡，自唐以来种莲，清

代形成规模。目前，这里已形成白莲专业

市场，上千名农产品经纪人活跃在白莲运

销流通领域，日均交易量约 5 万公斤，全县

白莲商品率达 95%以上，是全国白莲集散

中心和价格形成中心。

很 多 人 可 能 想 象 不 到 ，北 京 北 海 公

园、杭州西湖，那些摇曳生姿的莲花，其母

本大部分来自江西的这个小县城。如今，

广昌的白莲已在全国推广 2000 万亩，在当

地形成年综合产值超 30 亿元的产业链。

记者多次走进广昌，采访种莲户、科

研工作者、加工企业、采购商，探究白莲背

后的故事，了解产业发展历史，记者发现，

这都源于一颗神奇的太空莲种子。

太空育种

广昌县城西边，有一座莲花科技博览

园，几次见到白莲产业发展局高级农艺师

徐金星，他都在莲田里忙碌着。

夏末，莲花仍盛，正是莲子采摘关键

时刻，徐金星认真观察莲子的生长情况；

秋初，残叶满池，徐金星盯着莲花池改造

施工项目，皮肤晒得通红。面对记者提出

的“太空莲”问题，老徐长吁一口气，思绪

回到 30 多年前。

1986 年，徐金星进入广昌县白莲科学

研究所（以下简称“莲科所”）工作。那时，

莲科所刚刚成立两年，正铆足劲培育新品

种。通过将其他地方的子莲资源与广昌

白莲杂交培育，莲科所培育出赣莲 62 号、

赣莲 85—4 等一批新品种。但无论如何努

力，亩产始终在 100 斤左右徘徊。

要突破瓶颈，只能另辟蹊径。

1994 年，老所长刘光亮在北京开会，

获悉我国正在开展航天育种工作，利用太

空特殊环境的诱变作用，使种子产生变

异，从中选育新品种。

然而，航空育种作为新兴事物，到底

能不能成功？种子上太空的搭载费用高，

谁来承担？刘光亮硬着头皮找到了县领

导。县里大力支持，拍板提供了 1.5 万元

经费。

科研人员在 10 多个品种的子莲中精

挑 细 选 ，最 终 挑 出 442 颗 种 子 。 搭 乘

940703 号返回式卫星的这些莲子，在太空

遨游了 14 天后，被邮寄回了莲科所。工作

人员根据品种分类编号，小心翼翼地把每

颗种子分别播种在育种缸。

没想到，一开始就有 180 多颗莲子没

出芽，通过多方咨询、查阅资料，科研人员

才知道，太空宇宙射线强，会淘汰一部分

“体质弱”的种子。

“剩下的，每一颗都得活着。”刘光亮带

头每天早出晚归，泡在所里。没有恒温箱，

科研人员就每天早上 5 点钟起床，拖着浸

种盆跟着太阳跑。看着绿色的小芽苞一个

个在水中冒出头，长出细细的幼根，长出小

小的叶片，大家满怀希望。几个月后更是

喜出望外：部分品种出现早熟情况，莲叶还

没有挺出水面，便长出了花蕊，花量超出了

一般品种一倍以上，说明产量很高。

对 这 些 特 殊 品 种 ，科 研 人 员 多 次 扩

繁，试种的水缸越来越多，最后，一口育种

缸变成了一分实验田，一分实验田又变成

了一亩实验地。

躬耕实验地，抬首已四年。徐金星至

今还记得，1999 年品系比试中，跟传统品

种比，名为“太空莲 36 号”的新品种成为集

生育期长、花多、蓬大、结实率高、品质好

等特点于一身的“优等生”，亩产达到 240
多斤。

从这时候开始，“太空莲 36 号”走出了

实 验 田 ，在 广 昌 大 地 上 开 出 了 炫 目 的

花朵。

致富莲开

69 岁的谢昌军，早晚饭后常到村里的

莲池边走走。这 20 年的习惯，是一辈子种

莲种出的感情。

1999 年，“太空莲 36 号”开始在

当地推广试种，开辟了 20 余个推广

基地，乡镇干部、村干部带头种植示

范。当时，习惯了老品种的莲农们，

对新品种并不感兴趣。在莲科所技术

员的鼓励下，时任旴江镇下兰村党支部

书记的谢昌军下定决心，率先将自己的 4亩

莲田种上了太空莲。

夏天到了，太空莲的长势出乎意料，

“首先开花就与众不同，老品种花都开在

莲叶底下，新品种花都撑出了叶面，远远

看就是花海！”谢昌军清楚记得，“当年莲

子亩均收了 260 斤。”

整个旴江镇沸腾了。老谢卖了莲子，

又在科研人员建议下卖起种苗，“抢购的

人拿着钱在田边排队，一颗‘龙头’（一节

莲 藕 上 的 芽 苞）竟 然 能 卖 20 元 ，一 亩 地

4000 颗龙头半天就被抢购一空。”那年，老

谢净挣了 18 万元。

随后，在莲科所的指导下，老谢带着

全村人种起了太空莲。短短几年，整个广

昌县发展出 10 余万亩太空莲。“太空莲 36
号”名号越来越响，辐射到了广昌周边的

石城、南城、南丰、宁都等区域。

2006 年，广昌县又专门成立了广昌县

白莲产业发展局，通过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的支撑，“太空莲 36 号”从广昌走出去，推

广至全国的子莲产区，成为全国最大的太

空莲种苗输出地。

“以太空莲为主要育种材料选育的风

卷红旗、太空娇容等一批荷花品种，成为

国内水体造景的首选品种，带动了我国荷

花旅游产业发展。”广昌县白莲产业发展

中心主任揭志辉说，目前“太空莲 36 号”累

计推广超 2000 万亩，占到全国子莲种植面

积 的 80%以 上 。 仅 广 昌 ，年 产 通 心 白 莲

9000 吨，产值达 8 亿元；年接待游客 270 万

人次，旅游收入超 7 亿元。

“这是我们的脱贫莲、致富莲！”谢昌

军说。如今下兰村 502 户，240 多户莲农，

仅靠种莲人均年收入可达 1.2 万余元。

接续创新

对于广昌人而言，“太空莲 36 号”不仅

成就了白莲产业，更成为一种不断探索和

创新、勇闯新路的精神符号。

年近 60 岁的赖明全记得，小时候剥白

莲是个辛苦活儿，从早做到晚，剥久了手

指疼得钻心。1999 年，在广东东莞打工的

赖明全学习了机械技术，开始琢磨用机器

剥白莲。

“就像太空莲的出现一样，既要反复

实验，也要靠些运气。”赖明全说，莲子脱

皮过程中，如何有效清理残留在机器里的

莲衣，一度百思不得其解。一次钓鱼时海

水冲刷脚底泥沙，让他得到灵感，将脱皮

材料采取凹凸设计，让空气和水流一同进

入，最终完美解决了问题。

8 年后，通过反复测试，赖明全拿出了

全国第一台白莲脱皮机。

2008 年，看准白莲市场，赖明全带着

发明专利回到广昌，投资办厂。果然，投

入市场的脱皮机大受欢迎，第一年便卖出

去 500 多台。

“不断追求突破和创新，就是太空莲

给我的启发。”赖明全说，这些年自己继续

钻研，还研发出了白莲脱皮二代机、通芯

机、剥蓬机和挖藕机。

如 今 在 广 昌 ，依 托 太 空 莲 成 长 起 来

的，不仅有兴莲机械、莲创机械等自动化

加工机械生产企业，还有 20 余家白莲系列

产品加工企业，130 余个生产合作社，全县

白莲产业年综合产值超 30 亿元。“太空莲

的蛋白质含量比普通莲子高，是制作食品

特别是饮品的好原料。”致纯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陈荣华介绍，公司的新饮品

“莲花清饮”，一推出便大受欢迎。

成绩骄人，仍需突破。在广昌县委书

记吴自胜看来，要继续扩大产量，做强品

牌，落子仍然在于人才和创新。

广昌县科协党组书记邓莹介绍，2017
年起，广昌县依托莲科所平台，组建工作

站，引进专家开展白莲科研项目合作；2019
年，成立江西广昌白莲科技小院；2023 年，

成立广昌白莲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广昌县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室负责人

汤波介绍，当地对愿意长期从事白莲科研

工作的相关专业全日制博士、硕士分别给

予 40 万 元 、20 万 元 的 奖 励 补 贴 ，并 在 待

遇、职称等方面给予倾斜。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的遗传学博士研

究生郑兴汶，就是广昌引进的优秀人才之

一。“太空莲是利用宇宙空间的特殊环境

作用使生物基因突变，再返回地面进行

选育，培育新品种。今天，我们运用基

因技术，将白莲好基因实现聚合，从而

产生新的品种。”在现代化的分子实验

室里，郑兴汶用移液枪细心地提取莲

子核酸，进行比对实验。

走进莲花科技博览园的种质资源

圃，数千口大缸里，种植着来自全国的莲

种，“我们在全国收集种质资源进行纯化，

现在已经构建 1000 多份材料，为全基因组

选择分子育种。未来，这里也许会诞生出新

的更好的太空莲。”郑兴汶满怀希望。

每个人都期盼着，“新莲子”破壳出芽

的那一天。

本报北京 2月 27日电 （杜海

涛、种震宇）春节过后，秋粮收购即

将迎来售粮高峰。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日前披露，全国秋粮收购

进展顺利，收购组织有力。

截至 2 月 25 日，主产区各类粮

食企业累计收购秋粮近 1.5 亿吨，

进度已过七成半。其中，中晚籼稻

旺季收购已于 1 月底结束，累计收

购超 2700 万吨。粳稻旺季收购即

将于 2 月底结束，目前已累计收购

超 3100 万吨；大豆、玉米旺季收购

将分别持续到 3 月底和 4 月底，目

前分别累计收购超 250 万吨、8700
万吨。

针对春节后农民售粮需求增

加、收购进度加快的实际情况，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要求各地特

别是东北地区制定应对预案、加大

粮食烘干收储服务力度、建立农企

供需档案，指导央企及地方骨干企

业积极入市、加大收购力度，引导

农民适时适价售粮。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

长钱毅介绍，目前我国已初步建成

粮食购销和储备数字化监管体系，

实现了政策性粮食监管信息化全

覆盖。以国家平台为核心、省级平

台和央企平台为枢纽、粮库信息系

统为基础的三级监管信息化体系

成功构建，实现购销储存全过程远

程实时动态监管，为粮食购销和储

备 监 管 提 供 了“ 千 里 眼 ”“ 透 视

眼”。目前，粮食购销和储备数字

化监管国家平台已汇集粮食购销

数据超 4 亿条，数据采集范围扩大

了 60% ，大 数 据 监 管 效 能 逐 步

显现。

我 国 秋 粮 收 购 近 1.5 亿 吨

初步建成粮食购销和储备数字化监管体系

核心阅读

经历太空诱变良种实验
的白莲莲子，在广昌生根发
芽，在国内处处开花——亩
产翻番、性状优良的广昌太
空莲，不仅带富当地百姓，还
推广到全国 80%的白莲产
区，成为我国白莲产区的主
栽品种。

记者多次走进广昌，探
究太空莲背后的发展创新
之路。

■一线调研R

④④

③③

⑤⑤

①①

图①：致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莲饮

料生产车间。

图②：广昌县尖峰乡新建村莲农夏日

喜采致富莲。

图③：夏天，广昌县白莲丰收，交易火爆。

图④：太空莲开放，娇艳欲滴。

谢昌建摄（人民视觉）

图⑤：又值种莲季，广昌县莲科所技

术人员正在旴江镇小港村指导莲农。

图⑥：夏季采摘莲蓬后，莲农满载而归。

图①②均为曾恒贵摄（人民视觉）

图③⑤⑥均为本报记者朱磊摄

（以上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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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27 日电 连

横《台湾通史》（译注本）简体版新

书发布会 27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台湾厅举办。大陆有关方面

负责同志、连横先生后裔、两岸专

家 学 者 、出 版 界 代 表 等 约 100 人

出席。

《台湾通史》是台湾著名爱国

诗人和史学家连横所著的文言纪

传体通史，首次完整记叙了台湾从

隋 代 至 1895 年 被 日 本 窃 据 期 间

1290 年的历史，以确凿史实证明

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历史

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在《台湾通

史》问世一百周年之际，自 2021 年

3 月起，福建省闽台历史文化研究

院组织闽台两地多所高校的 20 余

位专家学者，历时 3 年完成这部巨

著的白话文译注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

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在新书发布会

上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秉持

同胞情、同理心，以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国家观化育后人，弘扬伟

大民族精神。两岸专家学者共同

完成《台湾通史》白话文转译并出

版发行，是两岸学术研究机构交流

合作的成果，是两岸学者共同促进

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

两岸同胞要以文化促认同、以交流

增感情，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融合发展，共同推进祖国统一

进程。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

主任潘贤掌表示，《台湾通史》（译

注本）的出版，是历史文化领域反

“台独”斗争的一个有力举措，对于

驳斥“台独”谬论、增进台湾民众特

别是青少年对台湾历史源流和归

属的正确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两

岸同胞要肩负起应有责任，弘扬中

国人精神，坚持民族大义，守护中

华文化，坚决反制民进党当局数典

忘 祖 的“ 去 中 国 化 ”“ 文 化 台 独 ”

图谋。

福建省委副书记罗东川表示，

福建是台湾同胞的重要祖籍地，与

台湾地最近、缘最深、情最浓，在对

台工作全局中具有独特地位和作

用。福建将进一步充分发挥祖地

文化优势，加大文化交流力度，组

织开展涉台历史文化研究等工作，

增进广大台胞对民族、国家的认知

和感情。

连雅堂先生文教基金会执行

长连惠心在发布会上致辞并宣读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的贺信。

连战在贺信中表示，先祖连横先生

所著《台湾通史》，体现两岸一脉相

传的历史渊源，承载对家乡台湾的

深厚感情，与维护中华民族精神的

毕生心志。连惠心表示，民进党不

断推动“去中国化”“台独”教育，危

害很大，把《台湾通史》翻成白话文

更便于大众阅读传播，很有必要也

十分重要。

《台湾通史》（译注本）简体版由

福建省闽台历史文化研究院和海峡

出版发行集团出版发行。与台湾南

天书局合作出版繁体版签约仪式 27
日与新书发布会同时举行。

连横《台湾通史》（译注本）

新 书 发 布 会 在 京 举 办

春寒料峭，走进湖北省当阳市

两河镇群丰村鱼腥草育苗智慧大

棚，一股暖气迎面而来。一人多高

的双层铁架里，一排排鱼腥草从黑

白相间的泥土里冒出嫩绿的茎叶。

“这些都是去年 12 月底种的，

别看它们现在很小，再过两个月

就能有收成了，鱼腥草已经成了

我 们 的 致 富 草 。”群 丰 村 党 总 支

书记石明成说，村里种植鱼腥草

达到 1500 亩，去年人均年增收达

1 万元。

作为当地鱼腥草产业带头人，

石明成于 2021 年 6 月投资建设了

这座 160 亩的鱼腥草产业园。“我

们的育苗大棚采用无土基质栽培

技术，可以随时随地对光照、浇水、

施 肥 实 施 全 智 能 化 控 制 。”石 明

成说。

据介绍，早在 1998 年，群丰村

村民就开始试种鱼腥草并取得成

功。 2013 年，石明成领头创办蔬

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专门从事以鱼

腥草为主的蔬菜种植、技术培训及

销售。

2022 年 4 月 ，全 市 58 家 鱼 腥

草 合 作 社 、种 植 大 户 、经 济 能 人

成 立 当 阳 市 鱼 腥 草 产 业 联 盟 。

同 年 9 月 ，产 业 联 盟 与 湖 南 怀 化

学院合作建立种质资源圃，移栽

193 个 鱼 腥 草 品 种 ，通 过 培 育 筛

选 找 到 最 适 合 当 阳 种 植 的 鱼 腥

草品种。

“ 加 入 产 业 联 盟 之 后 ，我 再

也不愁鱼腥草的销路和技术了，

遇到疑惑和困难，大家伙可以一

起来解决，搞农业也有底气了。”

一 旁 的 群 丰 村 村 民 庄 光 喜 乐 呵

呵地说，他家去年种植鱼腥草收

入有 20 多万元，家里还新添置了

汽车。

“我们利用智慧大棚，通过新

型育种技术对种苗进行处理，再移

植到田间，这样培育的鱼腥草可连

种、抗病能力强、生产周期短。”石

明成介绍，现在他一年可育鱼腥草

优质苗八季，全年可产 160 万株种

苗，并且鱼腥草的生长周期也从 9
个月缩短至 6 个月。

2023 年 ，当 阳 市 鱼 腥 草 种 植

规模达 4.3 万亩，鲜销产值超 15 亿

元。现在，群丰村合作社生产的鱼

腥草销往北京、贵州、四川等 20 多

个省份。“下一步，我们将与食品和

医药企业合作，将鱼腥草的产业链

从鲜销延展至饮料加工、生物、医

药领域，不断壮大鱼腥草品牌。”当

阳市委常委胡军华说。

湖北当阳发展鱼腥草产业

智 慧 大 棚 促 增 收
本报记者 吴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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