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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
这是中俄元首今年举行的第二次视频会
晤，也是 2013 年以来的第三十七次会
晤。此次视频会晤中，中俄元首全面总
结今年双边关系发展新成果，对各领域
合作作出新规划，推动两国关系持续高
质量发展。正如俄媒评论，“此次会晤标
志着两国外交年的高潮”。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
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俄关系经受住
各种风浪考验，展现出新的生机活力。
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通过多种方式就
重大议题保持沟通协调，共同为中俄关
系把舵领航。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
好的时期，已成为互信程度、协作水
平、战略价值最高的大国关系，树立了
在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彼此利益基
础上实现互利共赢的榜样，堪称 21世纪
国际关系的典范。中俄两国积极展现大
国担当，团结国际社会抗击疫情，阐述
民主和人权的正确内涵，成为践行真正
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中流
砥柱。

再过一个多月，普京即将访华并出
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以实际行动展示
对中国办会的支持。2014年，习近平主席
专程赴俄罗斯出席了索契冬奥会开幕
式。那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在境
外举行的大型体育赛事，也开启了新时
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新模式。那
次，习近平主席表示，按照中国习俗，
邻居办喜事，我当然要专程来当面向你
贺喜，同俄罗斯人民分享喜庆。这次，
习近平主席也邀请好朋友来华出席北京
冬奥会开幕式，普京总统愉快地接受了
邀请。普京总统表示，俄方一贯反对将
体育政治化的图谋。在个别国家炒作

“不派政府官员出席”、妄图给北京冬奥
会蒙上阴影的背景下，两国元首的“冬
奥之约”，将再次诠释中俄“亲望亲好、
邻望邻好”的伙伴关系。

中俄两国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
国，也都找到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俄元首经常坦诚
深入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共同引领中俄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
引领两国实现民族复兴。2021 年是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签署 20 周年，中俄正式宣布条约延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捍卫了各自国家尊
严和两国共同利益。中俄关系历久弥新的秘诀正在于双方平等
对待，相互尊重对方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现在，国际
上某些势力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对中俄两国内政横加干
涉，粗暴践踏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对于这些干涉中
俄两国内政和遏制两国正当发展利益的企图，中俄双方坚决反
对，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国际战略安全与稳定。

明年2月，习近平主席将同普京总统在北京实现近两年来首次
线下会晤。对此，世界充满期待。人们祝愿中俄推动双方“背靠
背”战略协作和全方位务实合作蓬勃发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携手“一起向未来”，开
启后疫情时期中俄关系崭新
篇章，也为变乱交织的国际
形势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
能量。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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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5日下午在北京亲切会见平安中国
建设表彰大会代表，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希望他们再接
再厉，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参加会见。
下午 3 时 30 分，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等向代表们挥手致意，同大
家亲切交流并合影留念。

平安中国建设表彰大会 15日上午在京举行。郭声琨
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话。他指出，要把习近平
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转化为强大动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从党的百年奋斗中汲取智慧力量，深入推进更高水平的
平安中国建设，确保政治更安全、社会更安定、人民更

安宁，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上，平安中国建设 140个先进集体、129名先进个
人受到表彰，授牌命名 60 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 160
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予73个市县“长安杯”。4位
受表彰代表进行交流发言。

丁薛祥、杨晓渡、陈希、黄坤明、肖捷参加会见，
赵克志、周强、张军参加会见并出席大会。

习近平会见平安中国
建 设 表 彰 大 会 代 表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命运与共 共建家园——在
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
念峰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
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
发行。

习近平《命运与共 共建家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习近平《命运与共 共建家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2 月 15 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
王沪宁、韩正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平安中国建
设表彰大会代表。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海南南繁基地，袁隆平在这里取得杂交水稻育种关键突破。如今，

南繁培育出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60%以上——

为“中国饭碗”铸实底座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扫
码
观
看
视
频

“50多年前，就是在南繁基地，我和
袁隆平老师的助手李必湖找到了‘野
败’。”79岁的冯克珊仍清楚记着当年取
得这一重大发现的情景。

“野败”，即天然雄性不育野生稻，
袁隆平称之为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的关键突破口。1976年 12月 17日，人
民日报第五版刊发《杂交水稻是怎样
培育成功的》，对此作了报道。看到泛
黄的老报样，冯克珊有点激动，他拉着
记者来到海南三亚南红农场。只见 9
个红色大字扑入眼帘：中国杂交水稻
发源地。

“这是袁隆平老师亲笔题写的，后
面是当年的试验田。”冯克珊曾在农场
做了 20 多年技术员，对这片土地再熟
悉不过。他指着田埂旁的公路回忆
道：“1970年11月，就是沿着这条路，我
和李必湖撸起裤腿在前面铁路涵洞的
水坑里找到了 3 个雄花异常的野生稻
穗。得知这一消息，正在北京开会的
袁老师连夜赶火车回海南岛。确认
后，他拍着大腿兴奋地说‘杂交水稻有
希望了！’”

希望，来之不易。
“三系三系，三代人都搞不成”“国

外从五十年代起就进行研究，至今没
得到应用”“即使搞成了杂交种子，在
生产上也没有利用价值”……对于杂
交水稻培育，质疑声曾经不断。但袁
隆平和他的团队从未退缩、放弃，从最
初 6年经历 3000多次测交和回交试验

失败，到后来南下广东，又赴云南、广
西，他们头顶烈日、脚踩烂泥，四处寻
找可用的野生稻和合适的育种基地，
直至来到了海南。

在南红农场旁，记者碰见早年就
跟着袁隆平做杂交水稻研究的陈秋
香。“海南岛独特的气候条件，可以加速
育种进程和种子扩繁速度。每年11月
左右带着种子从湖南转移到温暖的海
南，来年4月再带着新繁育的种子和成
果回去，这已成为我们的必修课，几十
年没间断过。”70岁的陈秋香退休后主
动申请重返岗位，他感慨：“南繁适合育
种，但也曾‘又难又烦’。从湖南来一
趟，倒火车、换轮渡、转客车，短则一个
星期，长则半个月。当时，椰树下搭张
床就是房子，晚上睡觉，头上蚊子飞，床
底老鼠叫。下地做试验，几个馍馍管一
天，蹲在田里，硕大的蚂蟥、水蛇围着
转。大家还编了句顺口溜打趣：‘十只
老鼠一麻袋，十条蚂蟥做腰带’。”

就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以“野
败”为突破口，通过协作攻关，袁隆平
和各地育种工作者先后培育出不育
系、保持系及恢复系；1973年籼型杂交
水稻三系配套取得圆满成功；第二年
攻克杂交水稻优势关……大面积亩产
突破500公斤，与当地双季早稻和中稻
的当家品种相比，增产20%-30%。

杂交水稻培育成功，在全国掀起
南繁热潮。翻高山，过大河，渡海峡，
几经颠簸，人们涌向南繁，就为了这颗

萌动的种子。
走进南繁展览馆，墙上巨幅照片

里，一位位育种工作者在田间地头挥
洒汗水的身影令人动容。“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矮秆水稻之父”黄耀祥、
北方杂交粳稻奠基人杨振玉、“西北瓜
王”吴明珠、玉米专家李登海和程相
文、抗虫棉发明家郭三堆……数十万
科研人员在此辛勤耕耘，创造出一个
又一个育种“奇迹”。

如今的南繁基地，在农业农村部
等部门大力支持下，育种环境大为改
善，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
排，科研、生产、生活配套设施一应
俱全……条件越变越好，一代代南繁
人对培育优良品种不懈追求的精神始
终未变。每年到了冬春，就像候鸟追
着太阳，近700家科研单位和种业企业
的7000多名科研人员从全国各地汇聚
到南繁基地育种、制种。

王效宁是其中一员。他从1997年
开始从事杂交水稻研究，现在是海南
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
员。记者找到王效宁时，他正蹲在三
亚崖州区（坝头）南繁公共试验田里与
团队成员观察研究新品种长势。“这片
试验田 40 亩，种的是选育的高产杂交
水稻新品种，比之前的品种抗病性更
强、稳产性更高。”他捧着金黄的稻穗
说，“看，虽然今年多次受台风侵袭，这
穗仍结了 150 多粒稻谷。过阵子就要
测产了，产量提高没问题。”

南繁人都记得袁隆平的名言：“追
求高产更高产是永恒的主题”。海南
省南繁管理局常务副局长张培对记者
说，几十年来，更新更优的杂交水稻品
种不断在南繁诞生，南繁培育出的杂
交水稻种植面积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
的60%以上，产量持续提高。

党中央高度重视杂交水稻研究。
2018 年 4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冒着
高温来到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他
强调，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是国家
宝贵的农业科研平台，一定要建成集
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
为一体的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

从杂交水稻到高产玉米再到抗虫
棉花，中国已育成的农作物品种里，
70%以上经过了南繁基地的培育，“南
繁硅谷”正加快成形，为“中国饭碗”铸
造坚实底座。

从南繁基地回京后不久，记者收
到王效宁的一条信息：坝头南繁公共
试 验 田 晚 稻 测 产 完 毕 ，双 季 亩 产
1586.86 公斤，实现了袁隆平老师生前
提出的攻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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