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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婚姻自由”，克服“贪吃傲娇”

亩产 1046.3 公斤 第三代杂交水稻亮相

“茫茫稻海”里的相遇不再靠运气
此前，我国杂交水稻采用

的主要育种技术，均由袁隆平
及其团队研发。第一代是以细
胞质雄性不育系为遗传工具
的“三系法”，这一方法育出的
品种具有稳定育性，但育种所
需的恢复系、保持系材料难以
获得， 导致配组受到极大限
制。第二代是以光温敏核不育

系为遗传工具的“二系法”，配
组自由较第一代大大提高，但
非常容易受生长环境和气候
的影响。

“第三代技术以遗传工程
雄性不育系为遗传工具。可以
说，它让杂交水稻实现了真正
的‘婚姻自由’。 ”湖南杂交水
稻研究中心研究员、第三代杂

交水稻项目主持人李新奇用
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对此
进行解释：

利用第一代技术培育出
一个优秀的杂交水稻新品种，
就好像在成千上万个水稻材
料中，只有 A 和 B 才适合“结
婚”，而 B 还藏在“茫茫稻海”
里，若要相遇，不仅需要耗费

很大的精力， 还需要很多运
气。 到了第二代技术，A 可以
和其他所有水稻“结婚”，虽然
选择面大大提高，但不能保证
后代的优良。 而第三代技术，
不再是只为 A 服务， 它让所
有水稻在理论上都能找到适
合自己的“另一半”，并产生优
良后代。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南阳市分公司开展《我和我的祖国》观影活动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

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流出一首赞歌……” 日前，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南阳市分
公司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100
余名党员干部职工集中观看
爱国主义影片《我和我的祖
国》，共抒爱国情怀。

《我和我的祖国》 再现了
新中国大
事件的精
彩瞬间 ，
回顾了新
中国成立

70年来的伟大历程，让大家真
切感受到新中国 70 年来的沧
桑巨变， 感受到新中国 70 年
来的发展脉搏。 观影后，大家
纷纷表示， 为新中国 70 年来
各项事业取得的举世瞩目的
伟大成就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一定要以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 主题教育为动力，将
这份爱国情怀转化为立足岗
位、 发奋工作的实际行动，大
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
神、愚公移山精神，苦干实干，
奋力拼搏，用实际行动表达对
祖国的热爱。 ②6 （刘力扬）

被袁隆平视为突破亩
产 1200 公斤“天花板”关键
的第三代杂交水稻，10 月
21 日至 22 日在湖南省衡
阳市衡南县清竹村以首次
公开测产方式全面亮相。

尽管亩产 1046.3 公斤
并不是产量新纪录，但第三
代杂交水稻潜能巨大。

“以我们目前掌握的技
术来说，第三代杂交水稻的
亩产达到 1200 公斤甚至
1300 公斤，不是难事。 ”湖
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科研
处处长赵炳然说。

改掉坏毛病，做个“好孩子”
“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

对自己“孩子”的性格十分了
解，一直想方设法治疗它们的

“先天缺陷”。 如果以老百姓的
标准来衡量，前两代杂交水稻
最大的毛病就是“贪吃”和“傲

娇”，喜欢大肥大水，一旦“供
食”不足，则产量平平；对生态
环境和种植技术“挑剔”，导致
普通农民“驾驭”不了，靠“专
家种田”获得的高产，难以全
面从试验田走向农民粮仓。

第三代杂交水稻终于
改掉了这两个坏毛病。 衡南
县农业农村局干部、清竹村
基地项目负责人甘宗恒告
诉记者，清竹村当地的种植
环境并不特别，海拔不到百

米，他们也没有对田里的水
稻过分精耕细作，不管是播
种移栽、田间管理还是病虫
害防治，使用的技术和投入
的精力与普通农民正常种
植差别并不大。

“拨快”生长期的前进键
“这次测产结果令人振

奋。 ”赵炳然介绍，除了试验
点的土壤、 海拔和气候等环
境都不是事前精心选择的

“良态”， 而是接近于大部分
普通农田外， 这次测产的组
合为晚稻， 与前两代杂交水
稻测产基本以中稻为主相

比，生长期缩短了 1个多月。
“第三代杂交水稻最重

要的一个特性就是缩短生
长期的同时又保持了较高
的产量。 ”专家测产组成员、
中国水稻所副所长钱前表
示，过去，我国一些高产杂
交水稻品种从播种到收割，

需要 160 天甚至 180 天，而
这次测产组合只花了 125
天左右。

缩短农民的生产田和科
学家的试验田之间的产量差
距， 是能否得到广泛推广的
关键因素之一。“我国目前水
稻平均亩产在 500 公斤左

右， 普通农民在一般条件下
种植一些优秀的第二代杂交
水稻品种可以达到 600 到
700公斤的亩产，但在同样种
植条件和环境下， 第三代杂
交水稻的亩产可以达到 800
公斤。 ”李新奇说。 ②6

（据新华社）

杂交稻
让我没时间变老

10 月 21 日，第三代杂交水稻在
湖南衡阳市衡南县进行了首次公开
测产。 10 月 22 日，专家测产组还到
位于湘潭和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的另外两处试验田进行了观摩。因为
年事已高，“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没
有前往距离长沙 200 公里的测产现
场，而是留在长沙等待大家过来观摩
和参加测产评议会。

观摩定于 10 月 22 日 10 时 45
分开始，可是到了 10 点多，大家却发
现袁隆平并不在家。 原来，10 月 22
日是夫人邓则的生日，因为这几天总
想着测产观摩的事，袁隆平把这事儿
给忘了，直到这天早上才想起来。 于
是，他没告诉任何人，带着夫人一早
出门买礼物去了。

“夫人和‘孩子’都很重要！”接连
参加了一个多小时的现场观摩和测
产评议会后，90 岁的袁隆平已经十
分疲惫，但他还是以这样幽默的开场
白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简短采访。

袁隆平口中的“孩子”当然是指
他心心念念的第三代杂交水稻，他首
先对这次测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次衡南县测产，虽然亩产只
有 1046.3 公斤， 但第三代杂交水稻
的潜力很大，优势很强，如果配合好
一点的栽培技术，1200 公斤完全没
问题！ 当然，还要等通过国家的品种
审定后才能进行推广。 ”袁隆平说。

“您今年已经 90 岁了，为什么还
愿意担任这个职务?” 记者问起关于
10 月 14 日出任第三代杂交水稻种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一事，袁隆平笑着
回答：“这说明我的脑瓜子还没有糊
涂，还没有痴呆。 ”

“今后，我更没有时间变老了！ 每
公顷 18吨的目标今年应该就能实现，
我希望自己能够在 2021 年实现每公
顷 20吨（折合每亩约 1340公斤）的目
标，向建党 100周年献礼。 ”袁隆平表
示，他将在“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
自己手上” 的事业中引领粮食产业的
进步， 为我国和世界粮食安全作出更
大贡献。 ②6 （据新华社）

袁隆平（右二）与测产专家组考察位于长沙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试验
示范田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