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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近日，据云南省招商合作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年是云南利用外资的第 $% 个年头，截至今年 &

月底，全省累计实际到位外资已突破 #%%亿美元大关，达
到 #%#'(亿美元。

据悉，今年 #至 &月，云南新批外商投资企业 )(家，
合同利用外资 !'*亿美元，实际到位外资 +'! 亿美元，同
比增长 #&'*,。预计上半年云南实际到位外资可以达到 -%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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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时 %.分，圆满完成我国载人航
天首次应用性飞行的神舟十号飞船顺利返回地
面，云南搭载物种随之回归家园。自 #***年以
来，云南省已有多种作物种子多次搭乘飞船遨
游太空，水稻、思茅松、西南桦等部分太空育
种成果已在云南省内落地生根。

优势 “太空种子”创造奇迹

一根豇豆 #米长，一个番茄有 #斤 !两重，
一穗麦穗有 #$厘米长，茄子像南瓜，甜椒大如
梨，杜鹃花带上了黑色旋转条纹……相关资料
显示，利用太空种子播种能大力提高农业生产
效益，小麦、水稻等粮食类亩产可增产 #+,左
右，蔬菜类平均增产约 !&,。

( 月底，在保山市隆阳区、陆良县、嵩明
县等地进行产量潜力鉴定示范的云南特色粳型
香软米“云粳 !% 号”普遍长势健壮、清秀整
齐，但很少有人知道，“云粳 !%号”有着特殊
的身份：它是太空育种的结晶。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水稻育
种专家苏振喜副研究员介绍说，为了选育软米
高千粒重的新种质材料，!%%( 年 * 月 !) 日，
#%%%粒“云粳 !%号”种子、&%%粒“/&&*”种
子搭载“实践八号”航天育种卫星飞上太空。
经过航天辐射后，这两个云南粳稻软米品系获
得了变异的新种质。研究人员从变异群体中筛
选出了高千粒重、低直链淀粉含量的种质，并

选育出新品系。以“云粳 !%号”为例，未经搭
载前的千粒重为 !!'%$ 克，搭载后其后代出现
的新材料千粒重为 !+'$)克，增加很明显。

!%#!年 (月随“神九”经历太空之旅的普
洱茶短节白毫籽种、普洱咖啡籽种、思茅松籽
种命运又如何呢？普洱茶研究院副院长严亮告
诉记者，目前普洱咖啡籽种、思茅松籽种大部
分成活，并已进入种子定植阶段，各项研究正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在普洱市万掌山林场，!%%( 年成功搭乘
“实践八号”卫星进行太空育种的思茅松和西南
桦均表现出适应性和抗病能力大大增强的喜人
现象。“送上太空育种的树木明显要比没有经
过太空育种的树木长势要好！”说到经历太空育
种的思茅松和西南桦，皮肤黝黑、满腿沾泥的
三棵桩村村民罗家学语气中透着兴奋之情。
“这些太空树的生长速度能加快，生长周期能够
变短，抗病能力增强，有了这些正向效应，就
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缩短轮伐期，对社
会、生态、经济效益均有好处。”

前景 种子“上天”天地广阔

云南特有物种一直是搭载神舟飞船的常客，
但返回地球的“太空种子”却大多悄无声息。
“种子从太空返回后，要经历许多研究与试

验，这样培育出来的种子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种
子，这个过程约需 & 年左右。”在去年“神九”
搭载云南物种交接仪式上，时任云南农业大学
副校长盛军告诉记者，太空之旅只是种子培育
的第一步，经过多代筛选试种，遗传性状稳定
的种子才能进一步培育推广，太空育种不可能
在短时间内就立竿见影。并且，由于每次太空
搭载的种子数量都不多，拿回来进行研究培育
后，种子数量也不能马上满足大规模种植需要。

作为一项科学技术，航天育种有着无可比
拟的优势，但其中的不解之谜还很多，还需要
人们不断去探索。云南多位专家均认为，目前
对航天育种的重视和支持还不够，搭载种子选

择不当，每次上天的种子数量少，育种中太空
种子遗传性状不稳定，后续研究多以科学实验
和小规模种植为主，随意性大，制约了云南太
空育种的产业化，使得种子上天时万众瞩目，
种子回来后无声无息。
“云南大叶种茶籽上太空，不仅为提高物种

的产品品质找到新的突破口，而且扩大了普洱
茶的宣传，将大力推动普洱茶绿色产业科技创
新体系建设，对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云
南普洱茶协会相关人士对普洱茶种子太空搭载
寄与厚望。

去年普洱 $ 个物种搭乘“神九”回归时，
普洱市也曾明确表示，将对搭载“神九”返回
的 $ 个物种进行育种试验，让上过太空和没有
上过太空的物种进行比对，一旦发现种子有优
势特性显现，将进一步选育并培育出良种。如
果这些种子取得积极成果，普洱市在将来的太
空利用上还将不断加大投入，争取带更多的种
子品种上太空，在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
区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航天不仅只是粮经作物种子搭载，航天在

民用领域同样有用，例如可用于世界前瞻性研
究———航天生物制药。云南天然药物资源丰富，
航天生物制药应是未来航天育种的一个重要研
究方向。”原云南航天管理局高级工程师张继成
建议。

严亮分析，云南是生物资源大省，丰富的
物种资源为育种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应从
优势产业入手，利用太空育种这一科技手段，
优选好的品种，提高作物品质和产量，促进产
业发展。

此外，云南多位农科专家还不约而同地建
议，今后农业的发展将呈现出传统改良、海洋
种植、太空发展的趋势，云南绿色资源丰富，
加上得天独厚的气候保证了种子随时随地都能
下地。因此，首先应该选择本地区主要粮经作
物或具有本土特色、经济社会效益好的种子搭
载上天，以培育更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作物
新品种，支撑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发展。

太空种子家族里的“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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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梦圆昆明“梦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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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利用外资累逾百亿美元
前5月实际利用外资8.2亿美元

本报电 据瑞丽边防检查站最新统计数据，截至 (月
$% 日，瑞丽口岸共迎送出入境旅客 (!. 万人次，交通运输
工具 #%$'#万辆次，分别占云南陆地口岸总流量的 )+'#,和
)#'$,，继续以“双冠王”的身份领跑全省陆地口岸。

面对日益增长的口岸流量，瑞丽边防检查站不断加大
硬件建设投入力度，在口岸一线建设 )条人员自助通关系
统和车辆快速检测仪，有效缓解了口岸通关压力，进一步
提高了通关速度。同时，该站还推出绿色通道、!) 小时
备勤、简化通关手续等便民利民措施，最大限度营造宽
松、便捷的通关软环境。

上半年瑞丽出入境人次逾600万

近年来，昆明经开区相继建成科技创新园、新兴产
业孵化区、云南海归创业园 $个国家级孵化器。回眸创
业之路，企业家、海归人士、大学生们感慨地说，昆明经
开区的 $大孵化器让企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帮助无
数追梦者圆了创业梦、成才梦和致富梦。

成功孵化238家企业

!%%!年，昆明经开区建成第一个科技孵化器———
科技创新园。这一年，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李昕带着高新
电子防盗技术项目进入科技创新园，成立了全省唯一的
楼宇电子智能化企业———昆明金壳电子防盗产品有限
公司。在科创园接受“孵化”期间，金壳公司从科创园顺
利“毕业”后进入出口加工区，扩大规模，新增了两条生
产线。目前，该公司出口额每年翻一番，出口额占全年销
售额的 *&,。

截至目前，累计“毕业”企业 !$+家，涉及众多产业，孵
化器已然成为昆明经开区输出“产业新苗”的重要基地。

一批经过“孵化”的科技型企业成长壮大，成为昆明
经开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云南莱克科技有限公司为国内金融行业开发生产
磁条读写设备、密码键盘等外设产品，其主打产品磁条
读写器、金融密码键盘连续多年稳居国内 $大生产商之
一。昆明紫色青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新兴产业孵化区
“孵化”后，依托云南省鲜花资源，开拓保鲜花生产新天
地，产品成功出口到日本等国……

!%#! 年，昆明经开区首个专业性生物产业孵化
器———云南创新生物产业孵化器投入运行。结合孵化重
点，各孵化器引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多个产业的科
技型中小企业。至此，科创园累计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的企业数达到 !&家。当年，共有 *家企业成功申
请到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涉及生物医药、电
子信息等多个领域。

量身定做创业平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的梦想将在这里实
现。”走进昆明经开区大学生创业园，“蜗牛传媒”负责人
苑永嘉带着他的团队忙得不亦乐乎。这群大学刚毕业不
久的年轻人怀揣同样的梦想，走上了创业之路。

为扶持大学生创业，昆明经开区累计投入建设资金
(%%余万元，建成大学生创业园、留学生创业园、大学生

（村官）创业基地和大学生创业基地，每个经营场所配备
办公桌椅、文件柜、电脑等办公设备。同时，免费提供创
业培训、导师服务、项目评估、创业融资等服务，为大学
生创业开辟绿色通道。去年，这 )(家企业共计获得发明
专利 &个、实用新型专利 *个、外观专利 $个、软件著作
权登记证 +个；有 )家企业被授予昆明经开区科技型中
小企业，#家企业成功申报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除大学生创业园外，昆明经开区还针对留学生“量
身定做”了专业创业平台———留学生创业园。该园设
立了 $%% 万元创业基金，免费提供工商、税务登记等
服务。园区负责人说，留学生创业园积极探索留学生
创业、就业的新途径，并借创业“苗圃”引进海外优
质项目，为经开区发展新兴产业储备“好苗子”。

作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经开区担负
“外引内培”的重责，一方面通过对外引进大项目、好
项目入区发展；另一方面，发挥孵化器功能，对内培
育新生企业，使之茁壮成长，变大变强。

太空育种成果落地生根

太空小麦种子试验田

太空种子

太空种子长出的黄瓜

延伸阅读

太空育种 云南居前

从 1999年云南 3种种子搭乘“神一”遨游太空填

补云南省太空种子空白，到今年6月云南种子再度搭乘

“神十”顺利回归家园，有着“植物王国”美誉的云南

在我国太空育种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其太空种子“家

族”里成员众多。从水稻、莴笋、马铃薯到跳舞草、滇

兰、沙漠玫瑰、咖啡、普洱茶，从西南桦、思茅松到天

下闻名的天麻、三七、半夏等主要产自云南的中药材，

都曾是太空游客，云南搭载种子的品种数量、总重量和

搭载频率均居全国前茅。

本文图片素材来自百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