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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初，北京市园林局林业保护站的
高级工程师王合如约来到93岁的孙祥蓉老人
家中，对一棵百年古树进行输液救治。从2008
年接到老人的求助电话至今，这已是他为这棵
枣树诊治的第 13年了。春天万物萌发，枣树
发芽吐枝，正是为它治病的最好时节。

6月30日，笔者来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
北新桥街道的孙祥蓉老人家中，古朴方正的
小院里，两棵老枣树一东一西伫立。夏日的
暖阳打在树叶上，肃穆中吐露着生机。

2019年，院子东边这棵树龄约 120岁的
葫芦枣树被评定为二级古树。葫芦枣在民间

又称“福禄枣”，是稀有的枣树品种，既似
倒挂的葫芦，又似小猴缩脖而坐。孙奶奶特
地把政府发的“树牌”挂在树上，欣慰地
说：“这棵树是清朝留存下来的，要是没有
政府的帮助，它早就死了。”

两棵枣树见证着孙奶奶一家70多年的生
活。“你看，它多像是一个女孩在跳舞。”老
人指着东边的这棵葫芦枣树，脸上露出温柔
的笑意。1945年，孙奶奶和老伴儿从西郊将
这棵树移栽到院里；西边的枣树与新中国同
龄，1949 年栽种到院里。70 多年的相互陪
伴，枣树早已成为他们亲密的“家人”。孙
奶奶说：“每次回家，远远地看到树，就知
道到家了。”

孙奶奶有五个子女，都在院里长大成
人。孩子一放学，总会带着同学们在枣树下
一起做功课，做完功课后常围着枣树嬉戏打
闹，美好的童年也被封存进枣树的年轮之
中。一到秋天，家里就和过节一样喜庆，孩
子们上房摘枣，孙奶奶和老伴一起装枣，每
年都能装三四大盆。老人还有一份“赠枣名
单”，她会在盆底铺满西边枣树结的大圆
枣，上面则铺着东边枣树结的葫芦枣，再用
一些枣叶进行装点，这份好看又好吃的“艺
术品”已成为街巷的共同回忆。老人骄傲地

说：“这儿的邻居，都吃过我家的枣。”
时光一天天流逝，孩子们纷纷长大离

家，随着2002年老伴的离世，枣树便成了孙
奶奶的“伴儿”。然而，2006 年，老人发现
两棵树“病了”。树叶蔫了，树枝也无精打
采，渐渐地枣子也不结了。

“人病了会说话，但树病了，说不出。”
孙奶奶非常着急，在街道办事处的协助下四
处求医，希望寻求到治疗枣树的办法。不久
后，一位园林专家来给树诊断，原来两棵树
都得了“枣疯病”，把病变的枝条砍掉或许
会有缓解，但治愈的可能性不大。

“无论我做什么，也一定要把它们救
活。” 虽然枣树已近乎病入膏肓，但抱着最
后一线希望，2008 年 9 月，孙奶奶拨打了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求助，工作人员将
电话转到了北京市园林局，林业保护站的高
级工程师王合与老人取得了联系。

“枣树发病后往往过不了几年就会死
亡，凑巧的是，当时我们恰好在引进试验治
疗树木‘枣疯病’的防治技术。”几天后，
王合与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等七位专家共同来
到院里对树进行现场会诊，最终决定采用打
孔输液的方式，将对抗“枣疯病”的药物注
射进枣树消灭病菌。

“树有救了！”回想起 13年前的那一幕，
老人至今都眼含热泪。

因为救树，孙奶奶和王合建立了十三年
的深厚友谊。每年五一后，王合都准时来院
里给枣树“输液”，老人则守候在一旁，细
心观察液体是否成功输入，一旦有问题便马
上联系他。就这样，在专家的精心医治和孙
奶奶悉心照料下，两棵树逐渐焕发了生机，
恢复了从前的活力，果子的数量也逐年增
加。春天看树抽芽、秋天分享美枣的日子又
回来了。

今年是建党百年，老人从去年结的葫芦
枣中挑选了18颗饱满的大枣，用红线串成一
条精美的枣串，并放置在一个红色的心形礼
盒里。“这就是一颗丹心献给党。”孙奶奶笑
着说。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孙奶奶的枣树得
到了救治。2022年，奥运会又要在家门口举
办。对于这样的大事，老人想从今年秋天结
出的葫芦枣中，再手工制作一份枣串，献给
北京冬奥会。

“到那时，我想让世界友人们都看到中
国的枣，这不是艺术品，这是在太多人的关
心爱护下结出的友谊之果、感恩之果。” 孙
奶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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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孙祥蓉老人和葫芦枣树合影。
上图：孙祥蓉老人亲手制作的葫芦枣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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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中国饭碗！”“中国粮食！中国饭碗！”

农民脸上挂着丰收的喜悦
本报记者 潘旭涛 李 贞 陈振凯

7月1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

全国夏粮总产量 14582 万吨 （2916 亿斤），比 2020

年增加 296.7万吨 （59.3亿斤），增长 2.1%，中国收

获了连续第18个夏粮丰收季。

从中原粮仓到皖北平原，从齐鲁大地到洞庭湖

畔，广大农民脸上挂着丰收的喜悦。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树立大农业观、大食
物观，着力走质量兴农之路。从习近平总书记国
内考察的一些细节可见一斑：

2014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省尉氏
县张市镇，看麦穗灌浆，问农田建设。看到清一
色的小麦长势喜人，他说：“我们都是种庄稼出
身，小麦长势这么好，我和你们一样欣慰。用老
乡的话说，今年的馍能吃上了。”

2016 年 4 月，在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
村，习近平总书记沿田埂步入麦田察看小麦长
势，向种粮大户和农业技术人员了解高产示范田

种植管理要诀。
2018年9月，在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七星

农场的北大荒精准农业农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
双手捧着一碗大米意味深长地说道：“中国粮
食！中国饭碗！”

2020年7月，在吉林省梨树县，习近平总书记

语重心长地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
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永
远造福人民。

…………
“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

疤忘了疼”。几十年来，习近平一直在思考和实

践。他指出，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命脉在水
利，出路在科技，动力
在政策，这些关键点要
一个一个抓落实、抓到
位，努力在高基点上实
现粮食生产新突破。

——摘自《“中国人的

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

自己手上”——习近平重视

粮食安全的故事》（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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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月月，，山东省聊城市小麦进入成熟收割期山东省聊城市小麦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农民抢收抢晒小麦当地农民抢收抢晒小麦。。
赵玉国赵玉国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77月月66日日，，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澄江镇北门村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澄江镇北门村，，收割机正在抢收早稻收割机正在抢收早稻。。
邓和平邓和平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从会种地到“慧”种地

进入6月，齐鲁大地一派夏粮丰收在望的景象。山东
省滕州市官桥镇苏坦村种粮大户刘灿站在自家麦田边
上，用期待的眼神望向前方，只见 10辆红色的收割机一
字排开。

不一会儿，其中一台收割机启动前进，机手根据眼
前的小麦高度随时调整机器高度和行进速度。几分钟
后，这块麦田只留下麦茬和秸秆均匀覆盖在上面。

这是一场粮食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收割机轰
鸣过后，小卡车将麦粒运出场外，几名裁判带着专业工
具仔细测量称重。

做好小麦机收是夏粮丰产丰收的重要保障。相比以
往手工收获小麦，机收大大减少了损失率。刘灿说：“过
去收完小麦后，麦田里常见到有人捡麦穗。现在见不到
了，因为麦穗遗漏很少了。”

中国农业已经进入主要依靠科技装备驱动的新阶
段，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全国粮食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60%，
粮食丰收拥有坚实的科技支撑。

7 月 11 日上午，在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横沥镇矮陂
村，早稻正在收获，随风飘来阵阵稻香。

“今夏的收成估计会超出预期。”看着眼前正收获的
稻谷，好味稻水稻专业合作社场长刘碧城信心十足。很
快，现场农技专家给出喜人的测产结果：使用无人机飞
播的稻田亩产 1173.6 斤，使用精量穴直播的稻田亩产
1159.2斤。

“往年，合作社的水稻亩产最多 600斤，如今翻倍增
长！”看着产量数据，刘碧城喜上眉梢，感叹新技术带来
了新产量。

今年3月，好味稻水稻基地被惠州市农业农村综合服
务中心定为春耕示范区，在示范区内，稻田全部改换现代
化耕种技术，如无人机飞播。“无人机飞播是用无人机将种
子撒进农田，省去了育秧、拔秧、运秧及移栽等生产环节，
有效提高了生产效率，还有利于水稻的快速分蘖生长。”惠
州市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农机专家邱方亮说。

从会种地到“慧”种地，智慧农业促增产效果显著。
平整好的大田一角，埋着土壤墒情数据收集器；田

间的灌溉涵闸上，装备了太阳能自动灌溉系统；每隔一
段距离，还建有苗情、墒情、虫害测报仪器……这是位
于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峨桥镇的智慧稻米生产基地。

“这些仪器都是采集生产过程中相关数据的，但这仅
仅是第一步，后面关键是要把这些数据应用好，形成一
个完整的数字农业的算法体系，用以指导水稻生产的每
一个环节。”生产基地技术负责人吴文革说，生产基地开
发了农艺、农机、农信融合的“农业大脑”，初步形成了
水稻数字化生产经营模式。专家现场测产测效结果显
示，芜湖智慧稻米生产基地的数字化管理稻田比常规管
理稻田增产14.3%。

基本实现主要粮食作物良种全覆盖

“一粒好种，千粒好粮。”粮食产量再创新高，折射
的是中国对种业发展的持续重视。

每到冬季，候鸟会向南迁徙；而来自全国各地的农
业专家、育种工作者也要“南迁”至海南省，在位于三亚、陵
水、乐东三市县的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开展工作。

所谓“南繁”，是指将水稻、玉米、棉花等夏季作物
的育种材料，在秋冬季拿到中国南方亚热带或热带地区
进行繁殖和选育的方法。

海南的热带季风气候，让这里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
始，就吸引了大批科研人员前来从事南繁育种工作。国
家粳稻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华泽田有 30多个秋冬是在南繁
基地度过的。“一开始，修田埂、做苗床全靠自己操作，
100多斤的稻子要自己收自己挑，每次南繁，脚上都会磨
得尽是水泡。住的也是试验田旁的草房，有时连床都只
有3条腿，用石头垫平才能安心睡下。”

经过 60多年的发展，现在的南繁基地已具备了一定
的产业基础，育种技术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南繁硅
谷”雏形初现。物联网采集点能实时采集气象、土壤、
水质等农情信息；虫情箱可精准识别害虫种类，并自动
提供治虫方案；可移动的微型气象站，依托卫星遥感、
精准气象、智能传感器等现代信息技术，能提早预测病
虫害和灾害性天气发生……

如今，全国近 70%的农作物新品种都经过南繁，有
700多家科研生产单位与高等院校活跃在南繁基地，这里
已成为中国种子供给的“常备库”、种业安全的“避雷针”。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优质多抗水稻、矮败小
麦、杂交玉米……近年来，中国基本实现主要粮食作物

良种全覆盖。
5月19日，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长卿镇白雀村一片金

色的麦田里，传来人群的欢呼。“现场连片收获的101.54
亩小麦，平均亩产高达 510.5 公斤！”在小麦新品种“绵
麦 902”实产验收现场，听到这一令人振奋测产结果后，
绵阳市农科院副院长任勇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他告诉
记者，今年“绵麦902”在绵阳的收获面积超过10万亩，

“在经受了苗期的干旱、花期的低温、后期的多日阴雨等
多重考验后，取得这样的成绩非常不容易。”

这一新品种小麦历经 12年培育而成，产量高、抗病
性能强，属于优质弱筋小麦，适合作为优质酒的生产原
料，不愁销路。“去年在其他地方考察，看到这种小麦长
得这么好，于是我今年也选择种这个品种。没想到今年
头一次种，亩产就达到了 500 公斤以上，效益显著提
高。”面对今年的好收成，当地农户古国洪高兴极了。

当前，中国已建立了超级稻、矮败小麦、杂交玉米
等高效育种技术体系，目前水稻、小麦、大豆全部为自
主品种，水稻、小麦育种水平均属于第一梯队，玉米自
主品种占 90%以上，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超过 45%。

“十四五”时期，种业发展还将作为农业科技攻关及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重点任务。

农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粮食丰收后便是农民增收，近年来，农民腰包越来
越鼓。

“种植户预知种植风险，收益稳定，年底稳稳赚钱，
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种稻。”这是湖北省孝感市
应城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志伟的一个发现。

应城地处北纬 30度，盛产糯稻。这种糯稻白净、细

腻、易熟，是加工孝感麻糖、米酒的重要原材料。除了
确保 37 万亩种植面积，应城还顺应从“吃得饱”走向

“吃得好”的大势，瞄准高端——建成无公害优质糯稻基
地 21.4万亩，创建 10万亩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糯稻） 标
准化生产基地等。

今年3月，为了做大“应城糯稻”招牌，应城专门召
开糯稻产业产供销深加工招商推介对接会，吸引了9家企
业现场签约，签约金额达 35 亿元，购销应城糯米数量达 5
万吨。当地还把产业链延伸到酿酒、副食品、化妆品等产
业上。这样一来，粮食产量保障了，农民增收也打了底。

今年，河南省南阳市小麦预计产量达 97.7 亿斤，比
上年增加 3.2%，夏粮有望“十八连丰”。南阳地处豫鄂
陕三省交界处，自古就是重要粮食产区，耕地面积不足
全国的 1%，却是全国 21 个粮食年产量超百亿斤的地市
之一，年产量超 140 亿斤，特别是夏粮小麦产量占全国
的2.4％。

丰收之后，还得销路通畅。今年，南阳引导国有粮
食企业与粮食加工、饲料加工、大型贸易类企业合作，
与今麦郎、厦门国贸、牧原、想念等市内外企业达成合
作收购协议，协议数量达22亿斤以上。

近日，在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庆安镇杨圩村，利农
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示范田里麦浪翻滚。“今年不但产
量高，品质好，更重要的是价格高、有销路！”小麦丰收
在即，合作社负责人陈振海高兴地合不拢嘴。

原来，近日扬州大学农学院师生对其合作社的200多
亩小麦进行了小麦品质监测，并为小麦品质进行了级别
分类。结果显示，近90%的小麦田块已达到优质专用小麦
的级别。在扬州大学专家的牵线搭桥下，该合作社的全
部优质专用小麦，以“订单”的形式被当地面粉加工厂
全部提前收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