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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前完成播种后，江西省遂川县碧

洲镇农民王头生隔三差五就会来到水田边，

查看“太空莲”的长势，“你瞧，现在都长出立

叶了，后期管理好，收成错不了。”

“上过太空的莲子就是不一样，亩产翻

番、口感鲜甜。”王头生打开了话匣子，“亩产

1000 斤，毛收入 6000 元，真是实实在在的致

富莲。”

王头生所说的“上过太空的莲子”，便是

航天育种的成果“太空莲 36 号”，如今推广面

积超 2000 万亩，占全国白莲种植面积的 80%
以上。

“航天育种也叫太空育种，是让种子搭乘

返回式航天器进入太空，利用宇宙射线、微重

力、高真空等特殊环境诱发种子基因变异。

种子返回地面后，再选择可遗传的优良变异

用于培育优质高产多抗植物新品种。”中国农

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国家航

天育种工程首席科学家刘录祥介绍。

1987年 8月，我国第九颗返回式卫星首次

搭载水稻、辣椒等种子，开启了我国农作物种

子的太空之旅。据介绍，目前我国已进行航

天育种搭载实验 3000 余项，育成主粮审定品

种 260 多个，蔬菜、水果、林草、花卉新品种上

百个，年增产粮食 20多亿公斤，创造直接经济

效益逾千亿元。

航天育种的一大批新品种
已走入市场、走上餐桌，进入
日常生活

在“蔬菜之乡”山东省寿光市，中国国际

蔬菜科技博览会 10 号馆的航空育种展区里，

番茄、茄子、辣椒等蔬菜长势良好。“这里共展

示了 13 个新品种，都是航天育种成果的代

表，具有高产、优质、早熟、抗病力强等优点。”

场馆负责人马尊娟介绍。

早年间，来自山东省平度市的 47 克青丰

一号小麦种子、20 克马家沟芹菜种子、21 克

明村大黄埠西瓜种子、10 克樱桃番茄种子随

我国神舟七号载人飞船一起飞上太空，种子

返回地面后，运用选育、杂交等技术，丰富了

育种遗传资源，为培育出产量更高、抗性更

强、品质更优的新品种提供了充足的技术参

考与支持。

“太空西红柿现已经过 5 代繁育了，今年

夏天市民就能尝鲜了。”这些西红柿色泽比较

深，而且个头相对较大。平度市明村镇大黄

埠村党支部书记吴仁杰说，今年村里种了 5
亩太空西红柿，长势好、个头大、产量高，而且

非常甜，“据专家检测，它所含的番茄红素要

比普通西红柿高出 4 到 6 倍。”

原产于北美地区的蔓越莓，如今成了黑

龙江特产。为了培育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蔓越莓新品种，黑龙江省抚远市的蔓越莓种

子曾两度搭乘神舟飞船。比拳头大的彩椒、

又大又甜的草莓……太空种子落地发芽结

果，扮靓百姓餐桌，丰富着人们的味蕾。

“从粮食作物、蔬菜水果到花卉牧草等，

航天育种的一大批新品种已走入市场、走上

餐桌，进入日常生活。”刘录祥介绍，我国先后

利用各类航天器，搭载植物种子、菌种、试管

苗等，从小麦、水稻、玉米、大豆、油菜、花生、

棉花等主要粮棉油作物，以及番茄、辣椒、黄

瓜等园艺作物中，育成和应用了一系列新品

种，在牧草、林木、花卉等领域也有一定规模

的推广应用。

“太空旅行”后，距离成为
真正的太空种子还有很长
的路

不是所有的种子上天后都会发生奇妙变

化。有的种子在空间飞行一周，最长的在太

空中遨游了 27 天，能够改变的概率可能只有

千分甚至于万分之几。“不管是航天育种，还

是其他育种方法，归根结底都是创造变异、选

择变异，然后利用变异的过程。育种专家培

育太空种子，不仅追求产量，同时也看重品质

提高、营养改善等优良性状。”刘录祥介绍。

种子筛选是航天育种的第一步。“航天器

的每一克载荷资源都很宝贵，上天的种子都是

精挑细选出来的。”刘录祥说，航天育种材料种

类丰富，既有主要农作物、经济作物等种子，也

有不同地方特色品种和珍稀物种的种子，还有

微生物菌种等。近年来，在全国航天育种协作

组和航天育种产业创新联盟推动下，一批批

“希望的种子”乘着神舟飞船升空、跟着“嫦娥”

航天器绕月，实现批量化航天育种。

“太空旅行”是第二步，在这之后，距离成

为真正的太空种子还有很长的路。据介绍，

要培育出比较成熟的品种，至少要 8—10 年

时间。漫长的选育过程中，产量、抗性、品质、

市场价值等每一项都要过关。任何一个环节

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大量的品

系在试验的过程中被淘汰，留下来的只有通

过专业机构品种审定（或鉴定）的，才叫太空

种子，比例非常小。”刘录祥说。

如今，经过航空育种的小麦在内蒙古自

治区呼伦贝尔地区及周边的种植面积达到

200 万 亩 以 上 。“航 天 育 种 只 是 一 种 诱 变 方

法，回到地面后的选育方法与常规育种没有

太大区别。”呼伦贝尔农垦拉布大林农牧场有

限公司技术员杨光伟介绍，种子回来后，要进

行地面第一次试种，出苗后选择有良好变异

的单株进行第二代种植，然后把好的突变体

后代再进行第三代种植，经过多代繁育最终

获得稳定的新品种。

3 月 8 日，北大荒薯业集团与航天生物集

团广梅航天育种研发中心签订空间生物搭载

试验项目合作协议，合作期限 3 年。试验过

程中，北大荒薯业将提供马铃薯薯粒（三个品

种）、马铃薯实生籽（三个组合）进行搭载试

验。“种薯是马铃薯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目

前，航天育种已成为创制新种质资源的重要

途径。”北大荒薯业集团相关负责人

马力说。

中国空间站正式
建成，构建基于空
间站的航天育种新
体系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

学研究所大厅，各式各样的太空

种子被装在一排排贴有品种标签

的透明罐子里。中国农业科学院作

物科学研究所从 1994 年开始航天育种

研究工作，至今已有 30 年。

“鲁原 502”就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和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农业

应用研究所合作选育的高产优质小麦品种，

也是目前我国航天育种中单一品种累计推广

面积最大的农作物品种。“‘鲁原 502’解决了

小麦大穗型品种易倒伏的难题，已成为全国

主导品种，累计推广 1 亿亩。”刘录祥说。

水稻、小麦、棉花、蔬菜……利用航空育

种技术，我国已培育出一系列高产、优质的农

作物新品种。国审超级稻品种Ⅱ优航 1 号，

实现了高产与优质的协同改良，创造并保持

了再生稻百亩单产世界纪录；2021 年通过河

北 省 审 定 的 高 产 优 质 面 条 小 麦 品 种 航 麦

802，耐盐性和综合抗病性突出，适应性强；

2022 年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审定的高产

优质小麦品种航麦 106，抗白粉病、叶锈病和

条锈病能力强，膳食纤维含量高。

航天育种的关键之一是种子材料的空间

搭载。2006 年全国航天育种协作组组建，联

合有关方面启动航天育种工程，发射首颗育

种卫星“实践八号”。根据计划，2024 年将与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联合推进可重复利用返

回式卫星工程，发射第二颗航天育种专用卫

星。同时，目前利用地面高能加速器模拟宇

宙粒子开展的航天诱变机理研究也取得良好

进展。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现 在 我 们 有 了 自 己

的 空 间 站 ，开 启 了 空 间 站 时 代 的 航 天 育

种 。”刘 录 祥 说 ，育 种 专 家 可 以 通 过 开 发 空

间 辐 射 生 物 学 舱 外 暴 露 装 备 与 技 术 ，开 展

真 正 的 太 空 诱 变 育 种 ，构 建 基 于 空 间 站 的

航 天 育 种 新 体 系 ，一 方 面 可 以 精 准 设 计

和 深 度 解 析 航 天 诱 变 机 理 ，另 一 方 面

可 以 开 展 航 天 育 种 关 键 技 术 及 重 大

基 因 诱 变 发 掘 与 性 状 整 合 ，开 发

多样化的新品种。接下来，将结

合 推 进 种 业 振 兴 行 动 等 重 大

工 程 ，发 挥 航 天 育 种 在 新

种 源 创 制 中 的 优 势 ，开

展协同攻关。

我国航天育种创造直接经济效益逾千亿元

太空种子结硕果
本报记者 常 钦

本报北京 4月 11日电 （记者闫伊乔）为

全面加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管理工作，促进

教育公平，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教育部办

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

项行动（2024）的通知，坚决整治“暗箱操作”

“掐尖招生”等现象，严肃查处各类跟招生入

学挂钩、关联的收费行为，健全公平入学长效

机制。

通知提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针对招

生入学重点环节，对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开

展全面排查，坚决纠正各类违规行为。重点

包括：中小学是否将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织

的各类文化课考试结果、培训证书以及学科

竞赛成绩、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参考或依据；

是否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关联的“捐

资助学款”“共建费”等；是否以高额物质奖

励、虚假宣传、口头承诺或签订录取承诺书等

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是否自行组织或与社

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

类测试面试等；是否存在公办学校与民办学

校混合招生、混合编班行为；中小学是否设立

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快慢班，以此名义掐尖招

生；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是否违规跨区域招生，

以借读、挂靠等名义变相违规招生并进行乱

收费。

通知要求主动加强信息公开，增加招生

入学工作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进一步优化

登记入学、电脑派位工作，便捷招生入学流

程，减轻群众负担；加强辍学儿童、进城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留守儿童、残疾儿童等特殊群

体入学保障工作，确保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平

等接受义务教育，应入尽入、应保尽保。

教育部将成立由部内相关司局、地方教

育行政部门人员、国家督学、基础教育教学指

导委员会专家等组成的专项工作组，加强对

各地招生入学工作全过程监管和工作指导。

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加强对招生期间问题

频发、舆情较多地区和学校的指导，对违规招

生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追究有关责

任人的责任。适时开展专项行动调研和全国

范 围 跨 省 交 叉 互 检 ，通 报 违 规 行 为 和 查 处

情况。

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开展
坚决整治“暗箱操作”“掐尖招生”等现象

国 家 医 保 局 11 日 举 行 例 行 新

闻发布会，介绍医保工作相关情况。

居民医保参保
规模与 2023年同期
基本持平

国家医保局规财法规司副司长

朱永峰介绍，2023 年医保基金运行

总体平稳，具有 3 个特点：

一是总体保持稳定，统筹基金

实现合理结余。2023 年基本医疗保

险统筹基金（含生育保险）总收入

2.7 万亿元，总支出 2.2 万亿元，统筹

基金当期结余 5000 亿元，累计结余

3.4 万亿元。其中，职工医保统筹基

金累计结余 2.6 万亿元，居民医保统

筹基金累计结余 7600 多亿元。

二 是 基 金 支 出 恢 复 性 增 长 。

2023 年，职工和居民基本医保基金

支出同比分别增长 16.9%和 12.4%，

全国门诊和住院结算 82.47 亿人次，

同比增长 27%。

三 是 基 金 使 用 范 围 进 一 步 扩

大。一方面，职工个人账户可用于

家庭成员共同使用；另一方面，门诊

医药费用纳入基金报销范围，2023
年，3.26 亿人次享受职工医保门诊

待 遇 ，个 人 账 户 支 出 同 比 增 长

7.9%。下一步，国家医保局还将推

动解决个人账户跨统筹区共济的问

题，使参保人受益更多。

参保工作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

益，各方面对参保人数很关心。朱

永峰介绍，2023 年底基本医保参保

人数达到 13.34 亿人，参保率保持在

95%以上，总量规模得到巩固。从

2024 年 3 月底的最新情况看，居民

医保参保规模与 2023 年同期基本

持平，没有出现所谓的“退保潮”。

“在 2022 年剔除省（自治区、直

辖市）内重复参保、无效数据近 4000 万人的基础上，2023 年继

续剔除跨省重复参保 1600 万人，考虑‘去重’影响后，参保人

数在 2023 年实际净增约 400 万人，参保质量进一步提升。”朱

永峰表示，目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3.71 亿人，参加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 9.63 亿人。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占全部参保人数

的 27.8%，增加 900 万人，参保结构进一步优化。

针对困难群众参保情况，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司长樊

卫东介绍，整体上看，2023 年医疗救助共资助约 8000 万名困

难群众参保，监测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参保率稳定在 99%以上；

个体上看，以低保对象为例，2023 年个人缴费 380 元，医疗救

助资助平均超过 200 元。

医保药品目录品种范围实现全国
基本统一

今年元旦，新一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开始执行。国家医

保 局 医 药 管 理 司 司 长 黄 心 宇 表 示 ，现 行 版 目 录 中 ，共 计 有

3088 种西药和中成药，以及 892 种中药饮片。在此基础上，各

省份还将符合条件的民族药、中药饮片、医疗机构制剂纳入了

本地区的医保目录。他表示，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医保药品

目录管理取得积极进展：

一是品种范围实现全国基本统一。目录内西药和中成药

由国家层面统一确定和管理，各地不作调整，支付范围全国统

一 ，不 仅 体 现 了 制 度 公 平 ，也 有 利 于 异 地 就 医 直 接 结 算 等

工作。

二是品种范围逐步扩大，保障能力稳步提升。医保局成

立后，建立了动态调整机制，每年都将一些新上市的新药好药

增补进目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公立医

院采购的药品中，目录内品种的采购金额占比已超过 90%。

三是通过谈判等措施，引导目录内药品价格回归合理，大

幅减轻患者负担。2024 年 1 至 2 月，医保基金已为 397 个协议

期 内 谈 判 药 品 支 付 154.5 亿 元 ，3950 万 人 次 参 保 患 者 从 中

受益。

医药集中带量采购已经实施 5 年，患者用药发生了哪些

变化？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司长丁一磊表示，开展药品和

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从用药负担、用药质量、用药可及性

以及治疗效果等方面提升了群众获得感。

一是治疗费用降低。一方面，原先价格严重虚高的药品

耗材价格下降。另一方面，质优价宜的产品打开了市场。

二是质量和可及性提升。跟踪分析集采药品使用情况，

发现集采前患者使用原研药和通过一致性评价仿制药的用量

占比约为 50%，集采后大幅提升到 95%左右，优质药品成为用

药主流。

三是结构升级。集采促进新一代药品耗材可及性增强，

加速对“老药”的替换，临床用药用械结构升级。

今年将进一步扩大跨省联网定点
医院范围

国家医保局医保中心副主任隆学文表示，2023 年，跨省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一是跨省联网定点医

药机构达到 55.04 万家，比 2022 年底增长了 68.37%。二是全

年住院跨省直接结算达到 1125.48 万人次，比 2022 年增长近 1
倍。三是全年门诊跨省直接结算达到 1.18 亿人次，比 2022 年

增长 2.63 倍。其中，已开通跨省直接结算的 5 种门诊慢特病

结算 331 万人次，减少垫付 33.52 亿元。

今 年《政 府 工 作 报 告》提 出 ，落 实 和 完 善 异 地 就 医 结

算。隆学文表示，国家医保局将在 3 个方面抓落实，推进跨

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提质增效。一是扩大门诊慢特病

跨省直接结算病种范围。现有 5 种门诊慢特病已经覆盖大

部分患者群体和费用，今年将进一步扩大跨省联网定点医

院的范围，推动各地有能力开展门诊慢特病诊疗的定点医

院应上尽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门诊慢特病病种范

围，增加 3—5 种覆盖人群多、药物治疗为主、待遇差异小的

门诊慢特病病种。二是强化就医地管理力度，重点加大就

医地医保经办机构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的审核。三是加强异

地 就 医 结 算 监 测 ，破 解 异 地 结 算 过 程 中 的 痛 点 、难 点 和 堵

点，持续完善异地就医结算服务，为参保群众提供更加完善

温馨的结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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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云南省锦科花卉

工程研究中心里发芽的太空

种子。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图②：小朋友在浙江省

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茂新村

采摘太空西红柿。

胡学军摄（人民视觉）

图③：安徽省歙县，航天育

种基地的工作人员向小朋友介

绍太空种子培育出的植物。

施亚磊摄（新华社发）

图④：内蒙古自治区商

都马铃薯技术创新中心，科

研人员在观察太空马铃薯种

子组培苗。

贾 鹏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