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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儿要好娘，好种多打粮。种地不选种，累死落个空。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要
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粮食
和种子的重要意义，曾做过这样的评价。

过去许多年，中国粮食生产都“很争气”，到去年，中国粮食生产已实现“十一连增”。在粮食增产的背后，是科技水平
的日新月异，是科技人员的辛勤汗水。与此同时，人们对于粮食安全的隐忧，对于更高质量的追求，也在与日俱增。

本报记者追随“一粒米”的踪迹，试图发现在一粒中国米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科技背景。

袁隆平研究出了超级稻，在水稻产量的竞赛上，已是遥遥领先。站在他这个
“巨人”的肩膀上，研究人员正试图让水稻拥有更多“能力”。

在武汉城边上一片开阔的产业园区，走遍了世界的周发松博士每天带领团队为
这个目标而努力。

周发松如今的身份，已经不是丹麦的分子病理学博士，康奈尔大学的副研究
员，希瑞斯公司的科学家或者孟德尔生物技术公司的高级科学家，而是中国种子生
命科学技术中心基因组育种部总监。

在这个技术中心，共有193人，其中博士就有32位，硕士有84位，其中海外引进人
才就有10位。周发松的实验室，充斥着高学历人才。他的团队，打造出了世界首张水稻
全基因组育种超级芯片。

周发松博士和他手下的博士、硕士们，孜孜以求的是“绿色超级稻”的种子。简单
来说，袁隆平用了大半辈子，解决了水稻的高产问题，而他们要解决的是，在高产基础
上，增加七种“抗”的能力，比如抗虫、抗病等。

“这事全世界都没人做过。因为，水稻研究，中国就是世界最好，没有之一。无论
在水稻的理论研究、育种技术还是产量水平上，我们都是世界领先的。“周发松告诉记
者。

数据显示，全球水稻种植总面积约25亿亩，其中中国4.54亿亩，排在印度之后，占
世界第二。但产量，全球一年7.45亿吨，中国就占了2亿吨，占世界第一。

所以连周发松自己都说，“绿色超级稻”不追求产量增长了。
他考虑的是，产量大了，接下来能不能少点农药，少点化肥，让老
百姓吃上真正放心的粮？

这种研究的价值也显而易见。简单来说，以前要培育出
理想的稻株，需要不断的杂交，通过种出来的结果再行筛
选。如今，在实验室里就知道哪些水稻能成为优良稻株。

在实验室里，记者遇见一位叫陆君的年轻
人。去年一年，他在实验室里种了12万多株水
稻苗，只用一星期，苗子就能长到比人手指还
长，然后剪下指甲盖那么长一块进行研究。在
实验室里，能方便对基因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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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种公司南繁基地在海南三亚，虽然是3月初，这里早已是30度的高
温。这个北纬18°的地方，因为良好的自然条件，成为育种家们的乐土。
在晃得人睁不开眼的水稻田里，零零散散站了十几位一流育种专家。

63岁的王万福退休几年了，还是没忍住从湖北来这里做育种研究，因
为这里温度高，一年能种两季稻，比在湖北节省一半研究时间。他把自己
干的事儿叫作“组装车间”，就是组装杂交稻品种。

走在水稻田地头上，王万福自己都不记得每一行种的是什么品种，只能靠地头
上的标签编号。他手底下，现在管理着100多个品种，还有1000多个亲本，有父本
有母本，可以随意排列组合出更多水稻品种。

老王可不是老农民，他1976年从如今的华中农业大学毕业，干的一直是杂交水稻，一干
已是40年。在职业生涯中，他组装出过5个品种，其中两个中稻、三个晚稻。

在这个全国最大的育种企业，有30多位“农民”有着博士头衔，其中不乏海归，一个个
晒得黝黑，和传统的博士形象相去甚远。

育种是个技术活，水稻育种涉及到的学科至少有土壤学、地质学、气象学、作物栽培
学、植物病理学、作物昆虫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不是“博士农民”一点还真玩不
转。

既要会插秧，也要会用显微镜；下得了试验田，更要上得了实验室。育种家王榕宁告诉
记者，他们3名科研人员、100万资金投入，每年参加测试的品种就能有40到50个。随着技
术的进步，如今的育种模式正由田间常规育种逐步向“田间+实验室”转变。

即使如此，常规水稻育种成功也是个小概率事件，“失败是经常的事情”。以
王榕宁参与的获海南科技成果转化一等奖的某品种为例，光父本的孕育就经过了
杂交、复合杂交、系统选育 3个技术手段选育而成，历时 5年 8代，再经过 3年，
才与母本经过测交、优良株系筛选、抗性鉴定、米质测定、品比区试等技术手

段，得到了最终的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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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人来说，对饥饿的恐惧古已有之，所以储备粮食是一个
数千年的老传统。中储粮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顾洪明梳理一下发
现，从夏商时代开始，先人们积累了丰富的粮食储备经验。正所
谓，“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
也。”

习近平专门说过储量的重要性，“设立常平仓是我国的传统，在稳市、备
荒、恤农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可能天天在城市里很难感受到缺粮的恐惧，但
历史与现实，总在提醒我们储粮的重要性。

中央储备粮荆门直属库主任胡继学每天一睁眼，就要想着手底下管理的这
10万吨粮。像他管理的这种中储粮的库，湖北有16个，全国有346个。

在荆门直属库里，至少有三种储粮方式。这里的保管主管官金林，从1993
年开始就做的是储粮工作，他对本报记者感慨说，这么多年来，储粮的科技含
量越来越高了。

以前，粮食来了，人工装卸；粮食存了，人工打药抗虫；测试粮温，拿着
温度计测完 80 多个点，要 3 个多小时。如今，粮食来了，刷卡存入；粮食存
了，浓度在95%以上的氮气打进去，一条虫也没有；测试粮温，电脑上操作，3
分钟搞定。

以前，储存粮食就是个体力活；如今，农民们把粮食送进来，用的是一
卡通，从车开进来，就需要刷卡，上地磅时也有实时监控，整个过程中，人
工参与的部分极少。

以前，为了抗虫，需要人工去粮仓里打药；如今，这里有专门的氮气生
产装置，只需要在夏天最热的季节将浓度为 95%以上的氮气打进
去，就能抗虫。

以前，为了测试粮食温度，在一个粮仓里，就需要拿温度计测
试80多个点，耗时3个多小时；如今，只需要在
电脑前选好，3分钟左右就能知道结果。

虽然早就习惯了粮仓里的工
作，但官金林如今也习惯了每天有
一个小时在电脑前，这大大提高了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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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粮食倒不是为了存，是要直接加工上市的。
产米的地方就在十几公里外。地头上，当地农民邓又松指着眼前绿油油的麦田告诉本报记者

说，他一个人就种了320亩地。这个数字足以让大部分农民汗颜，但在高度机械化之下，土地流转之后，7
个人就足够种好中粮在这里的2000亩地。

早在2013年，习近平就说，我们必须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进
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矛盾和问题是科技创
新的导向。要适时调整农业技术进步路线，加
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新型职业农
民。

邓又松算得上是新型职业农民。用他的
话说，自己现在是“开车种地”，不再是过去那
种背着农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

他种的稻子，在 20公里外的仙桃一家超
市里，卖到了近 30 块钱一斤，远高于普通米
价。当地土地富硒，有着独特的价值，老邓以
前种十几亩地的时候，可不知道这些。

中粮米业在仙桃的公司，生产线上只能
看到两三个人的身影。虽然这个工厂每日生

产大小包装的大米 600 吨，但据工厂
管理层介绍，整个生产线上只有20个
人，而且是三班倒。他们主要负责的是
设备的维护。

在这条生产线上，仪器大都是来
自瑞士。以昂贵的色选机为例，这台仪
器配有一台高速摄像机，根据大米光
学特性的差异，利用光电技术将大米

中的异色颗粒自动分拣出来。技术
人员打比方说，跟奥运会上高速摄

像机还原慢动作是一个原
理，区别是，发现了坏米还
能直接剔除。

“每一粒米都在拍大
片选美。”工厂里的人
颇为自豪。

就像这样，每一
步都自动完成。在生
产线的末端，包装好
的大米装上了车，送
往全国各地的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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