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湖南长沙上空俯瞰，浏阳河东岸的一座建筑，如

同一朵盛开的芙蓉花，又宛若秋天里一串饱满的稻穗，

这里便是国内第一座大型水稻博物馆——隆平水稻博

物馆。5 栋主体建筑将博物馆分为陈列、库藏等 5 个功

能区，寓意五谷丰登。

隆平水稻博物馆于 2019 年开馆，走进这座总建

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的国家二级博物馆，里面展品丰

富，图文并茂，前来参观的观众络绎不绝。博物馆以

水稻为主题，共有三大基本陈列，分别展示了中华

民族悠久的稻作文化、水稻的生长过程，以及杂交

水稻的产生、发展和影响。博物馆拥有 8000 多件

藏品、6000 平方米陈列区，辅以环幕影院、动态投

影等多媒体设备，将中国千年的稻作文化和“杂

交水稻之父”的故事娓娓道来。

隆平水稻博物馆馆长盘敏介绍，袁隆平院

士在博物馆附近工作生活了大半辈子，建立这

个博物馆，是希望有一个窗口，让大家更好地了

解袁隆平孜孜以求、执着探索的精神，同时也可

以展示中华民族深厚的稻作文化和农耕文明，

更好地宣传中国杂交水稻科技成就。

第一展厅为“稻米香万年——中国水稻历

史文化陈列”，从秦朝统一度量衡用来量米的米

升，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稻谷；从唐代的曲辕

犁，到清代的谷印，一件件展品，呈现了中国悠

久的水稻种植文化，也印证了“湖广熟，天下足”

的古语，反映了湖南对于水稻种植的重视，和古

人在农耕稻作领域的勤劳和智慧。

第二展厅是“奇异的旅程——水稻的一生

陈列”，这个展厅通过小女孩的独特视角，引领

观众认知水稻，了解水稻从一粒种子开始，历

经播种育秧、成长分蘖、育穗开花、稻田管理、

丰收在望、颗粒归仓，直至加工成米饭的过

程，展示了水稻的一生。

第三展厅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陈列”，介绍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一生，

通过丰富的展品和详尽的文字，生动再现了袁

隆平院士从发现杂交水稻，攻坚克难研究水

稻，到成功培育出多个高产优质品种的艰辛历

程，使得中国人民端牢了自己的饭碗，并惠及

多个国家，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了他对农业科学

的执着追求和无私奉献。很多中小学生在家

长的陪同下来到这里，了解袁隆平院士的卓越

贡献以及水稻的科技创新，感受粮食的来之不

易，从小树立爱粮、惜粮、节粮的意识。

透过隆平水稻博物馆的落地窗望出去，一

片广袤的稻田映入眼帘，这里是隆平水稻文化

园，用作室外教学基地。“在寸土寸金的城市有这

么一个地方，让观众来感受水稻的文化，是非常

不容易的。”博物馆讲解员卢雅靖介绍，隆平水稻

文化园占地 210亩，其中包含隆平文化广场、水稻梯田实

践基地、袁隆平主题雕像等景点，形成了文化与科技深

度融合、科普教育与劳动实践自然结合的体验空间。

展厅一角，来自湖南岳阳的丰嘉怡在现场看

展很入神，她对记者表示，这是第一次前来观展，对

于馆内介绍的袁隆平总结成功的“知识、汗水、灵

感、机遇”八字箴言很有触动。“处在人生的十字

路口，袁隆平爷爷的这种精神

能给我带来巨大的鼓励，将来希

望考上湖南农业大学的研究生。”

丰嘉怡说。

袁隆平一生追寻“禾下乘凉

梦”与“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为保

障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的科学精神和奉献品质，是当代农

业科技事业发展的宝贵财富。如今，隆

平水稻博物馆先后荣获国家 4A级旅游景

区、全国粮食安全宣传教育基地等荣誉。

离开博物馆时，印在展馆墙上的话语引人注

目：“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不少参观

者在这里久久驻足，细细回味。

图④：隆平水稻博物馆“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陈列”展厅场景。 本报记者 杨 迅摄

图⑥：隆平水稻博物馆外观。

王志伟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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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座博物馆，
感受稻田逐梦的力量

本报记者 杨 迅

“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就全

国平均而言，寒露是二十四节气中降

水减少速率最快、气温下降幅度最大

的 节 气 。 农 谚 云 ：“ 寒 露 到 来 稻 入

囤”。寒露节气，江淮地区的粳稻早熟

品种、杂交籼稻，西南地区的晚茬水稻

及黄淮海地区的水稻迎来收获期，东

北地区水稻大面积收获进入尾声，在

金灿灿的稻田里，收割机马力全开、往

来穿梭，到处是一派年丰时稔的喜人

景象。

秋凉时节迎来
水稻作物丰收

俗话说“露水先白而后寒”，从白露

到寒露，昼夜温差变大，北方由凉爽向

寒冷过渡，南方从暑热转为秋凉。水稻

喜温喜湿，是重要的秋收作物之一，寒

露时谷壳变黄，干物重达到定值，谷粒

水分减少、变硬，迎来收割时节。水稻

进入完熟期要及时收获，一旦枯熟，顶

端枝干容易折断，造成掉穗减产，米粒

也可能会出现横断迹象，影响口感和质

量。同时，寒露节气，我国大部分地区

以晴天为主，云量较少，有利于水稻的

收割、晾晒和储存。

稻谷籽粒由颖（稻壳）和颖果（糙

米）两部分组成，颖果又由皮层、胚乳和

胚三部分组成，水稻在脱壳后加工成的

大米，主要就是胚乳，是人们餐桌上的

常见主食，是人体能量的重要来源，有

利于维持营养均衡和身体健康。中医

认为，大米性平、味甘，归脾、胃、肺经，

具有补中益气、养胃滋阴、清肺解热、利

水消肿等功效；浓米汤更是补身强体的

日常保健良品。

我 们 平 时 说 的

大 米 包 括 三 类 ：籼

米、粳米和糯

米，它们在口感上的软糯程度依次递

增，这主要是由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

的含量多少决定的：支链淀粉含量越

高，大米的质地越软。籼米呈长椭圆

形或细长形，也叫“长米”，主产区在长

江流域以南，如丝苗米，煮饭时颗粒不

粘连，适合做焖饭、炒饭；粳米呈椭圆

形，主产区在长江流域以北，常见的有

东北大米、宁夏珍珠米等，口感软糯，

适合熬粥；糯米是乳白色，呈不透明或

半透明状，黏性大，北方人称“江米”，

主产于南方地区，西南少数民族多将

其作为主餐食用，但在我国其他地方，

则主要用来制作粽子、汤圆、年糕等美

食，以及酿造米酒等。

万载稻作奠定
中华文化底色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河姆渡

遗址、仙人洞遗址、上山遗址等诸多稻

作文化遗址相继被发现，一批科学研究

成果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发表，充分证

实中国是世界稻作起源地，并得到国际

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尤其是上山遗址，它完整记录了

水稻从野生、采集、驯化到栽培的连续

过程。近年来，中国科研人员借助光

释光测年法，结合碳十四测年法发现：

至少在 10 万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已

有野生稻分布；约 2.4 万年前，人类开

始采集并利用野生稻；约 1.3 万年前，

开始野生稻驯化前的栽培；约 1.1 万年

前，将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标志着东

亚稻作农业的起源。这不仅是中国稻

作农业考古的重大发现，更是刷新了

全球对中国在世界农业起源格局中的

地位认知。

1 万多年的水稻栽培史，促进了中

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也奠定了中华文明

的底色。中国古代农业的基本格局是

“南稻北粟”，宋代以来，水稻成为继小

米和小麦之后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对于

人口增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稻

作文化已经深入我们的文化基因，在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涉及水稻的多

达 30 余项，占比约 18%。中国各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中与稻作文化相关的比

比皆是，如江西万年的“稻作习俗”便是

水稻耕作与当地农谚、节令、饮食交

融一体的生动写照。

藏粮于技提供
稳产增产保障

中 国 是 水 稻 的 故 乡 ，水 稻 种 质

资源历史悠久、类型丰

富 、基 因 优 异 。

1949 年 至 今 ，我 国 分 别 在

1956—1957 年、1979—1983 年

和 2015—2020 年 ，开 展 了 三

次全国性的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查。截至 2023 年，我国保

存 的 水 稻 种 质 资 源 达 8 万

多 份 。 我 们 耳 熟 能 详 的 黑

龙江五常大米、江西万年贡

米等均属我国名米。其中，

五 常 及 附 近 地 区 盛 产 的 大

米 因 颗 粒 饱 满 、饭 粒 油 亮 、

香 味 浓 郁 而 闻 名 ，素 有“ 中

国优质稻米之乡”的美誉。

我国水稻实现了矮化育

种、三系法杂交育种、两系法

杂交育种等多重技术突破，从

亩产不足 100 公斤提升至 800 公

斤 ，单 产 、总 产 均 居 全 球 首 位 。

中国稻走向世界，离不开我国育种

科学家的杰出贡献：“中国稻作之父”

丁颖院士选育出世界上第一个具有野

生稻血缘的新品种“中山 1 号”；黄耀祥

院士育成第一个半矮秆水稻品种“广场

矮 ”，开 启 了 水

稻矮化育种的先

河；“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院士等

培育出“三系配套”

杂交水稻；石明松先

生 等 又 让“ 两 系 杂 交

稻 ”技 术 单 产 明 显 提

升。近年来，我国扎实推

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水

稻 生 产 在 追 求 高 产 优 质 的 同

时，开始推广旱地水稻和再生稻，

更加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推动

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水稻养活了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

是 影 响 世 界 的 植 物 。 过 去 的 40 余 年

里，中国的杂交水稻走出国门、走向世

界，当前仅非洲就有 20 多个国家引进

种植，推动多国水稻产量从每公顷平均

2 吨提升到 7.5 吨，对于解决发展中国

家粮食自给、维护全球粮食安全发

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 ：中国农业博

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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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① ：黑 龙 江

省 佳 木 斯 市 北 大 荒 千

万亩水稻开镰。

国 徽摄（影像中国）

图②：河北省唐山市水稻喜

获丰收。 朱大勇摄（人民视觉）

图③：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大庄镇翔

宇幼儿园的小朋友在稻田听老师讲解水稻种植

知识。 杜昱葆摄（人民视觉）

图⑤：在江苏省淮安市岔河镇，农民企业家赵建国（右）

与村民在水稻田除草。 陈 凯摄（新华社发）

开创远源杂交育种新途径。以中国近代

水稻事业的奠基人丁颖为代表的先驱者们，

开始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水稻现代科技育种工作，

选育出世界上第一个具有野生稻血缘的新品种“中山 1号”

开辟水稻矮化育种先河。黄耀祥院士开创“水稻矮化育种”

技术，水稻单产提高将近 45%，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杂交水稻问世。以袁隆平院士为代表的育种专家们

实现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和推广，三系杂交稻平均产量

比一般普通良种增加 20%左右，亩产能达到 430公斤

两系杂交稻提高亩产。以石明松为代表的育种专家们

开创“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相比三系杂交稻，

两系杂交稻平均产量有较大提高

超级稻屡创高产纪录。“中国超级稻

研究”重大项目启动，“绿色超级稻”

诞生，生物育种、分子育种

的应用日趋成熟

⑤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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