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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杂交水稻享誉世界。那么，中国的杂交小麦进展如何？夏收季节，记者
在天津市武清区采访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主办的杂交小麦示范观摩与产业化研讨会，
看到大片的杂交小麦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中国工程院院士尹伟伦、美国科学院院士邓兴旺、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晓风、中
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以及农业农村部、科技部、北京市等有关部门领导和来自京津
冀区域的小麦种植大户等150余人参加观摩活动。

北京杂交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赵昌平介绍说，自上世纪50年
代以来，杂交小麦就备受世界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和关注，跨国公司及国外研究机构
纷纷投入巨资开展杂交小麦研发。长期以来，由于不育系难以繁殖和恢复困难、杂
交种生产不稳定和化学药剂污染等问题难以解决，小麦至今尚未实现杂交种大面积
应用，已成为世界性科学难题。

从1992年起，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科研团队在国际上率先发现了小麦光温敏雄
性不育现象和材料，历时20余年坚持自主创新，创制出了一批增产20%以上的强优
势杂交小麦新组合，在国际上率先创立了“中国二系杂交小麦技术体系”，很好解决
了困扰国际小麦界长达60多年的科学难题和技术瓶颈。

赵昌平说，中国二系杂交小麦技术体系具有完全独立自主知识产权，其整体研
发水平和应用速度领跑国际杂交小麦领域。近年来，陆续审定了京麦 6 号、京麦7
号、京麦8号、京麦9号、京麦11、京麦179、京麦21等一批丰产稳产性好、抗旱节水
能力突出的节水高效杂交小麦品种。例如，第二代超高产型新品种京麦9号，在河北唐
山最高亩产达到739公斤，创造了高产纪录，抗盐碱杂交小麦品种京麦6号，在京津冀
环渤海盐碱地多点实收平均亩产达500公斤以上。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研发团队
还积极探索全产业链关键技术创新，在国际上率先研发了杂交小麦全程机械化制种技
术，真正实现了杂交小麦的大面积应用。

与会代表对京麦9号和京麦179大面积示范田进行了实地观摩。现场技术负责人
介绍说，在经受了2017年冬季严寒低温至零下20℃、春季气温剧烈波动、全生育期
几乎无有效降雨等各种不利条件的考验后，京麦 9 号表现出耐晚播、抗旱、抗寒、
抗倒等综合优势，种植户交口称赞。

农业农村部种子局局长张延秋表示，北京农科院应用二系法技术途径率先实现
了杂交小麦的突破，并率先应用于生产，为我国民族种业树立了自主创新、引领现
代高端种业发展的榜样。农业农村部将加大支持杂交小麦走向生产，大力发展杂交
小麦种业。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党委书记高华说，杂交小麦团队扎扎实实探索杂交小麦科学
问题，开辟了我国杂交小麦的新纪元。高华勉励杂交小麦团队加速我国现代种业转
型升级，再造主粮作物杂交化“中国制造”新样板。

实践证实，杂交小麦在丰
产、节水、抗旱、耐瘠薄等方
面综合优势明显，与常规小麦
相比，可增产20%以上，节水
30%-50%，用种量减少30%以
上，有望加速推动我国北部冬
麦区小麦品种的升级换代。
2017年，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联
合中种杂交小麦种业 （北京）
有限公司推广杂交小麦20余万
亩。到2020年，力争推广面积
达到100万亩。

专家预测，如果杂交小麦
推广应用达到杂交水稻同等水
平，我国每年可新增小麦 100
亿公斤，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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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的深秋，习近平总书记赴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考察，在花垣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
要求，为新时期中国扶贫开发工作指明了方向。

这个初夏，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本扬来到十八洞村，探寻“精准扶贫”的中国经验。

这是一次特殊的访问，一座地处武陵山脉腹地的苗
寨，第一次迎来一位外国元首的到访。

6月2日下午，本扬率老挝党政高层代表团赶赴十八
洞村，重走习近平总书记5年前走过的路线。

雨后的苗寨，漫山透绿、清新朗润。来到十八洞
村，本扬径直走进村里的精准扶贫展览室参观。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村考察时的照片。
本扬驻足凝望，看得认真。

当时的讲解员、十八洞村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杨建
军告诉记者，那天，展览室内陈列的湘西精准脱贫“十
项工程”展板引起了本扬的强烈兴趣。

“我给本扬总书记详细介绍了教育发展、产业脱贫、
乡村旅游和医疗救助四块工作，他听得非常认真仔细。”
杨建军说。

一张张图片，一组组数据，展现出湘西近年来通过
乡村旅游、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发展等“十项工
程”解决当地深度贫困问题的努力和成效。2014 年至
2017年，全州实现50余万人脱贫，贫困发生率由33.79%
下降到10.55%。

绝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确保到 2020年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让中国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

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老挝也确定了到
2020年实现脱贫的目标，和中国的时间进程遥相呼应。

在建设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中老两
国“志同而气和”。

7个月前，习近平总书记到访老挝时，中老两国领导
人之间的一番对话推心置腹——

本扬说，老挝农业自然禀赋较好，但受困于资金和
技术。

习近平回答说，农业领域可以成为双方合作的重点
领域，中国不仅可以帮助老挝发挥自然优势，还可以帮
助更多人摆脱贫困。

今年5月底，本扬应习近平总书记邀请来华访问。结
束在北京的行程，本扬总书记马不停蹄赶赴三湘大地，
实地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中国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

十八洞村梨子寨，黑瓦木屋错落有致。沿着青灰色
的石板路，本扬来到住在村头的苗族老乡石拔三家中，
仔细把屋里屋外看了个遍。“您身体还好吧”“有几个孩
子”“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吧”……本扬与石拔三亲切交
谈，详细询问她家里的情况。

石拔三告诉本扬，自从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过村里
后，村里的情况已经大变样，她家的生活越来越好，现
在是吃穿不愁了。

在石拔三家堂屋正中央的墙上，挂着一幅习近平总
书记和她坐在火塘边聊家常的照片。在这张照片前，本
扬仔细端详。

回想起 5 年前的情景，十八洞村的村民们仍记忆犹
新——

黑黢黢的房子里，唯一的电器是一盏5瓦的节能灯，石
拔三看到有客人进来就按照苗族礼节热情迎接。面对眼前
陌生的客人，她问：“怎么称呼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
说：“我是人民的勤务员。”握住石大妈的手，总书记询问她
多大年纪，听说老人64岁了，他说：“你是大姐。”

从“大姐”家出来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村民施成
富、龙德成夫妇家探望，在他们家的院坝 （前坪） 上召
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

习近平总书记和乡亲们在空地上围坐一圈，首次提

出“精准扶贫”——要建档立卡摸清每户致贫原因，不
能“手榴弹炸跳蚤”，要下一番“绣花”功夫。

5年后，当本扬沿着与习近平总书记相同的路线绕村
一圈考察时，看到的是一番火红的发展景象——

从前 3 米 5 宽的盘山小路变成了 6 米宽的水泥马路，
村内家家门口修了石板路，户户通了自来水。游步道有
了、邮局有了、自助取款机有了、农家乐有了，还与文
化公司合作建立了农家书屋和诗社。

“大姐”石拔三家新添了液晶电视、电风扇和电饭
煲，还在家门口摆起了小摊。“现在来村的游客越来越
多，去年在家光靠卖腊肉和摆摊，收入都有近 1 万元
了。”石拔三告诉记者。

青山环绕，鸟语花香。
同样在施成富、龙德成家的院坝，坐在和习近平总

书记一样的位置，本扬也同十八洞村村民围坐在一起，
聊起了家常。

曾经客人来了连小板凳都凑不齐的施成富家，如今

也开起了农家乐，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他们用“十八洞
村”品牌的天然山泉水泡上湘西黄金茶，招待远道而来
的贵客。

“中国和老挝是友好邻邦，我这次特地到十八洞村和
你们交流学习精准扶贫的经验，希望能把你们好的经验
带回老挝去，同时也请你们到老挝去看一看。”本扬对在
场的村民们说。

坐在农家的木椅子上，本扬向大家一一了解当地政
策、风俗、人口、家庭和经济状况。虽然说着不同的语
言，但谈话的气氛却十分热烈。

听老乡们讲述十八洞村的今昔对比，本扬感触很
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四好农村路’。这次来到
十八洞村，我看到道路修得很好，与城市几乎没有差
别，可以说是真正的‘四好’。这里村容村貌清洁美丽，
老百姓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大家收入大幅提高，生活
状况大大改善，让我们深受启发。”

“老挝目前还有6%的贫困家庭，我们要认真学习借鉴
中方‘精准扶贫’的做法和经验，争取到 2020年摆脱国
家欠发达状态。”本扬说，老中两国是好邻居、好朋友、
好同志、好伙伴，一直以来两党两国携手同行、守望相
助。“我们要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实现共同发展。”

“中老两党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巩固和发展两国关系必须得民心、顺民意、惠民
生。 ”去年11月访问老挝时，习近平对本扬说。

同饮一江水，共取一瓢饮。同样的使命，共同的梦想，
把中老两国的前途牢牢相系，将两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座谈结束后，陪同考察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宋涛向本扬赠送了以十八洞村脱贫故事为原型的电影

《十八洞村》 光盘：“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特意嘱咐我送给
您的礼物。”

“非常感谢习近平总书记的礼物，我非常喜欢。”本
扬说。

“在十八洞村，我亲眼目睹了中国贫困偏远地区的扶
贫成效，进一步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袖风范。”本扬
说，“习近平总书记不仅胸怀天下、心系国家，而且关心
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对偏远山村的基层民众嘘寒问
暖，这都非常值得老挝人民革命党认真学习。”

一个地处大山深处的苗寨，5年里先后迎来中老两国
最高领导人的到访，见证了中老两党两国携手并进的一
段佳话。

临走前，本扬与村民们握手道别，热情的苗族群众
围绕在他身边，与他合影。一张张照片，定格一张张明
媚的笑脸，也定格了中老两国友好交往的难忘瞬间。

车队缓缓离去，村民自发组成的送行队伍，沿山道
蜿蜒。苗寨的绿水青山，镌刻下历久弥坚的中老友谊。

（新华社长沙6月26日电 记者侯丽军、张玉洁）

深山苗寨，见证中老两党两国交往的一段佳话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在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扶贫工作纪行

6 月 26 日，国新办举行 2018 中国
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有关情况发布
会。重庆市政府市长唐良智在会上介
绍，首届“智博会”定于 8 月 23 日至 25
日在重庆举行，主题是“智能化：为经
济赋能、为生活添彩”。目前，“智博会”
各项筹备工作正扎实有序推进。

据了解，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
会由重庆市人民政府、科技部、工业
和信息化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中国科协共同主办，从今年开始
将每年在重庆举行。

“本届‘智博会’将突出专业
性、国际化、体验感，举行大数据智
能化高峰会，并设置综合展、大企业

展、创新展、专题展四大主题展区，
展览面积约15万平方米。举办无人驾
驶、‘黑科技’评选等五项大赛，半
导体、人工智能等七场主题论坛，全
球数字经济百人论坛、国际友好城市
市长圆桌会议两场专题活动以及阿里
巴巴重庆峰会、‘腾讯云+未来’等八
场专业论坛。”唐良智表示。

与此同时，本届“智博会”将聚焦
大数据智能化引领创新发展，集中发
布一批前沿技术成果，展示一批“黑科
技”产品，呈现未来智慧生活的场景。

科技部党组成员周长奎表示，经
过多年的持续积累，我国在人工智能
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国际科

技论文的发表量和发明专利的授权量
都已居世界第二位，部分领域核心关
键技术也实现了重要突破，像语音识
别、视觉识别技术处在世界领先地
位，自适应自主学习、直觉感知、综
合推理、混合智能、群体智能等初步
具备了发展能力，中文信息处理、智
能监控、生物特征的识别、工业机械
人、服务机器人、无人驾驶也逐步进
入到实际应用阶段，人工智能创新创
业日趋活跃，一批龙头骨干企业加速
成长，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关注和认
可。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王新哲
指出，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已经进
入了一个快车道。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快车道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新华社孟买6月26日电（记者张
兴军）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
行）理事会 26日在此间举行的年会上
宣布，已批准黎巴嫩作为意向成员加
入，其成员总数将增至87个。

亚投行副行长丹尼·亚历山大表
示，欢迎黎巴嫩作为新的意向成员加
入亚投行，“作为中东地区重要的商
业中心，我们期待黎巴嫩在亚投行内
部能发挥积极作用。”

据悉，作为意向成员加入亚投行
获批后，黎巴嫩还需走完国内法定程
序并将首笔资本金缴存银行后，才能
成为正式成员。

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为 57 个，此次
宣布黎巴嫩的加入，是亚投行成立以
来的最新一次扩容。亚投行第三次年
会25日至26日在印度孟买召开。

亚投行表示，将继续欢迎新的成
员加入。

6月 26日，浙
江省湖州市德清县
钟管镇沈家墩村，
金灿灿的向日葵花
朵竞相绽放，勾勒
出一幅美丽的田园
画卷，吸引了众多
游客。钟管镇着力
打 造 “ 美 丽 经
济”，引导村民种
植向日葵、荷花等
具有观赏价值的经
济作物，带动了乡
村生态旅游发展。

谢尚国摄
（人民视觉）

美丽经济花开乡村美丽经济花开乡村美丽经济花开乡村

图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和
专家实地观摩杂交小麦长
势。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共同欢庆苗族最盛大的活动“赶秋节”。 王天聪摄 （新华社发）

亚投行批准黎巴嫩加入
成员将增至87个

亚投行批准黎巴嫩加入
成员将增至8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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