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关注茹振钢，更多的是因为他培育成功了“矮

抗 58”。这个小麦新品种，目前已在全国推广种植 2.6

亿多亩，创造经济效益 200 多亿元，获 2013 年度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

但从根本上来说，他在“矮抗 58”等小麦新品种繁

育过程中，探索、创造出来的一套已近完整的科学方

法、理论体系及由此建立起来的科研装备和育种平台，

将给中国小麦育种业，甚至给整个世界育种科学带来

革命性的变化。

几分钟的路径，将小麦育种
时间缩短6年

玉米育种家常常到海南加代繁育，一年等两年。

但鲜见有人去海南搞小麦加代育种。

“十月怀胎”既是一个过程，也说明孕育的不易。

大田育种比“十月怀胎”更加艰难。科学家们为培育

一个新品种，常常要花费 8—10 年心血。育成了、审定

了、推广了，最多 10 年，就又会更新换代。这是许多育

种家心中的痛！如何加快小麦育种进程？一直困扰

着育种界。

小麦育种家、河南科技学院教授茹振钢近年来探

索、独创的新方法，可以一年当作四年用。一个新品种

在两三年内就可以育成，不仅给小麦育种界，甚至给整

个农作物育种带来了一场革命。

在河南科技学院的校园内，记者看到了茹振钢为

此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完善的科研设施。他带着记者从

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到人工气候室，转入智能温室，再

到室外实验田，一路走下来，满打满算只需要几分钟时

间。但是，他说，就是这几分钟的路径，将小麦育种的

时间缩短了 6年。 （下转第三版）

茹 振 钢 ：麦 浪 里 的“ 痴 情 ”人 生
本报记者 乔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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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北京5月 29日电 （记者常丽君）用光

激活脑细胞，可以找回“丢失”的记忆。最近，美国麻

省理工大学（MIT）研究人员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

文称，他们利用光基因学工具，让因缺少记忆巩固过

程而遗失记忆的小鼠重新恢复了记忆。

多年来，神经科学家一直在争论退行性失忆的

原因，是记忆无法被存储？还是回忆的路径被阻碍

导致无法回想起来？指导该研究的 MIT生物系教授

利根川进说：“大部分研究人员倾向于存储理论，但

我们的研究显示，这种主流理论可能是错的。失忆

是回想损坏的问题。”

脑中某个位置有专门的神经元群，在回忆时被

激活产生理化改变，若以后重新激活了这些神经元

群，整个记忆就被回想起来，这些神经元称为“记忆

印记细胞”。利根小组在 2012 年第一次证明了印记

神经元确实存在于大脑的海马体中。当用光基因学

工具（把某种蛋白质加入到神经元中，使其能被光照

激活）激活它们时，就能表达记忆。

在记忆巩固过程中，有一种变化叫做“长时程增

强”（LTP），涉及神经元突触增强，让神经元群体之

间能互相发送信号。在新实验中，研究人员去掉了

记忆巩固过程。他们在小鼠形成一段新记忆之后，

立即给它们使用茴香霉素（能阻碍神经元内蛋白质

合成），以此抑制突触增强。一天以后，他们用一种

情绪触发剂来激活小鼠记忆时，发现它们无法回

忆。利根说：“即使印记细胞仍在那里，没有蛋白质

合成，那些突触不会增强，记忆就丧失了。”

但令人吃惊的是，当他们用光基因学工具重新

激活了印记细胞被抑制的蛋白质合成时，小鼠表现

出了完全恢复记忆的样子。“给动物使用茴香霉素，

再用天然回忆触发剂来检测，它就是失忆的。”利根

说，“如果你直接用光激活印记细胞，就能恢复记忆，

即使没有 LTP过程。”

进一步研究还显示，印记细胞中的蛋白质合成

使得突触增强，但记忆的存储并不在此过程中，而在

印记细胞群和它们连接成的神经回路中。利根说：

“我们提出了一种新设想，每一段记忆都有一个印记

细胞路径或回路，这一回路包括多个脑区，印记细胞

在这些脑区中起着总体自由组合的作用，对特定记

忆形成特定连接。”

研究人员还把记忆的存储机制和回忆机制区分开

来，论文第一作者托马斯·瑞安说：“印记细胞突触的增

强是大脑能回想起特定记忆的关键，而印记细胞之间

的连接路径允许对记忆形成本身进行编码和存储。”

一般来说，记忆的内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

渐减少，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步入老年，人

们的记忆力会慢慢退化，严重者甚至过目即忘。

这本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过程，而文中的新发现，或

将改变这一现实，尤其对一些因创伤导致的失忆

患者来说，找回曾经的美好回忆也许不再那么困

难。同样的，逆相删除一些痛苦的记忆，也有望变

得可行起来。唯

一 需 要 担 心 的

是 ：这 种 恢 复 和

删除能不能像电

脑操作一样那么

具有针对性。

光基因学技术帮助失忆小鼠恢复记忆
或可解释退行性失忆真正原因

新华社北京 5月 29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5

月 29 日召开会议，审议

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组工

作条例（试行）》。中共中

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

议。

会议指出，中国共产

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

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必须

有坚强有力的组织制度

保障。在国家机关、人民

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

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

领导机关中设立党组，是

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

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的

重要途径，体现了我们党

独特的政治优势、组织优

势、制度优势。在革命、

建 设 、改 革 各 个 历 史 时

期，党组制度都发挥了重

要作用。当前，贯彻落实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

深 化 改 革 、全 面 依 法 治

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

布局，必须牢牢坚持党的

领导，把党的建设放在更

加突出位置，进一步完善

党组制度，提高党组工作

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水平。

会 议 认 为 ，《条 例》

对党组的设立、职责、组

织 原 则 、议 事 决 策 等 作

出全面规范 ，对 监 督 检

查 、责 任 追 究 提 出 明

确 要 求 ，是 党 组 工 作

方 面 一 部 基 础 主 干 党

内 法 规 ，是 党 组 设 立

和 运 行 的 总 依 据 总 遵

循 。《 条 例 》的 制 定 和

实 施 对 进 一 步 规 范 党

组 工 作 、加 强 和 改 善

党 的 领 导 、更 好 发 挥 党

的 领 导 核 心 作 用 、巩 固

党 的 执 政 地 位 、提 高 党

的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会议同意公

开发布《条例》全文。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

要从全面从严治党、制度

治党、依规治党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

党组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加强对《条

例》实施的组织领导。要抓好《条例》的宣传解读

和学习培训，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

是领导干部深刻理解《条例》精神，准确掌握《条

例》主要内容，增强做好党组工作的能力。要加强

督促落实，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要求落到实处。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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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送惠风，人间尽芳菲。在“红色血脉”旅标

下，解 放 军 第 40 集 团 军 某 摩 步 旅“ 红 三 连 ”在 追 思

英雄。

英雄名字叫邓培喜，在“红三连”从战士干到连

长。在参加国防施工中积劳成疾，献出年仅 36 岁的

宝贵生命。弥留之际他提出愿望：“我是‘红三连’

的兵，死后把我葬在营房的后山上，别让我离开这

个家……”

这个让英雄生死相依的“红三连”，是我军首批“支

部建在连上”的连队。从 1927 年秋收起义至今 88 年

来，连队始终把“传承红军血脉、保持红军本色、当好红

军传人”作为永恒追求，实现全面发展全面过硬，被评

为“全军先进基层单位”，荣立集体一等功 2次、二等功 2

次、三等功 5次。

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

这是一个特殊而值得纪念的日子：1928 年 10 月 22

日，在毛泽东同志带领下，“红三连”首批 8名党员，紧紧

握住拳头，面向鲜艳的党旗庄严宣誓。

86 年后的同一天，毕业于沈阳药科大学药学系的

硕士研究生刘卓，站在党旗下高声宣读入党誓词，决

心“铁心跟党走，铁拳捍党旗”，续写“红军传人”的时

代风采。 （下转第二版）

红 军 血 脉 党 的 枪
——记第40集团军某摩步旅“红三连”

杜善国 姜玉坤 胡卫卫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坐标，一支部队有一支

部队的优良传统。拥有自己的传统，并为自己的传统而自

豪，这是一个民族、一支军队得以延续，得以生长的根。

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和保卫、建设祖国的伟大实

践中，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回顾 88 年的风雨历

程，我军之所以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前赴后继、生生不息，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一

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代代官兵创造和秉承了我军听

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等优良传统，并与时代同

行，不断发扬光大。这些传统是凝聚军心、鼓舞斗志

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新的历

史时期，传承红色传统基因对于保持人民军队的性

质、本色和作风，完成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项任务，更

好地践行强军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现今，各级部队传承红色传统基因总体是好的，

但也存在“忠诚基因”淡化、“战斗基因”弱化、“本色基

因”退化、“原则基因”异化等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

度重视。对此，我们要从处于核心部分的思想、精神、

价值观，处于中间层次的原则和制度，处于外层看得

见摸得着、具体可感的行为处事方式，在学习领悟中

抓好传承、在坚持党性中抓好传承、在履行使命中抓

好传承、在大抓作风中抓好传承、在创新落实中抓好

传承，把历史的接力棒接过来、传下去。

“红三连”的事迹对于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弘扬红

军传统，努力推动基层全面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只要始终坚信红色基因的永恒价值，自觉担负起传承

红色基因的历史重任，把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把红

军血脉和时代元素结合起来，就能真正把红色传统的

基因一代代传承好。

把光荣传统传下去
徐贵福

28 日，在墨西哥梅里达市

参加第六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

议的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就

中国清洁能源发展、中国与拉

美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等接

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过去十几年间，中国能源

消费高速增长，由 2001 年的 15

亿 吨 标 准 煤 增 加 到 2013 年 的

37.6 亿吨标准煤，年均增加 1.9

亿 吨 标 准 煤 ，年 均 增 速 高 达

8％。万钢表示，“中国已是世

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因为我

们国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也

比较大，这是客观存在的。但

是中国在清洁能源、新能源的

研究开发和利用上都及早地进

行了投入”。

“中国从本世纪初就开始

进行新能源的投入与开发，并

且在生产、应用和政策优惠等

方 面 等 都 给 予 了 全 方 位 的 支

持，所以我们新能源的发展是

相当快的，”万钢强调说。

目前来看，中国已是太阳

能生产第一大国，太阳能装机

容量位居世界第二，2015 年有

望成为世界第一大太阳能光伏

使用国。此外，中国的水电规

模目前占全世界水电规模的四

分之一，风能机电的装机量也

排名世界第一。

谈及新能源发展面临的挑

战和难题，万钢表示，新能源发

展现在最大的挑战还是要扩大

应用规模，提高质量，也就是要

加 强 研 发 投 入 ，降 低 应 用 成

本。而这仅仅靠研发自身是不

够的，研发必须在产业化的过

程中不断深入。

以推广电动汽车为例，中

国从 2008 年开始推广研发，到

2013 年电动汽车电池的成本就降低了一半，电池的能

量密度却增加了一倍。“这是因为进入大批量生产的过

程中，自动化水平、电池的一次性使用效率都会提高，”

万钢指出。

他说，加强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的投入，同时促进

产业化的发展，成本会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而进一步下

降，可靠性、耐久性等则会得到更多提高，因此新能源在

今后的发展过程当中需要政府在研究开发、生产环节、使

用消费上等各个环节提供一系列扶持和优惠政策，这也

能更快推动新能源向前发展。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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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刘伟
朱红飞 刘杰）近日，记者从中国南车株洲所

获悉，由南车时代电气研制的 GTC-830 高

寒钢轨探伤车在-25℃低温下，跑出了 80 公

里/小时的低温探伤检测世界最高速，并顺利

通过了哈尔滨铁路局的验收。

铁道线上的两条钢轨，直接关系火车安

全。钢轨探伤车利用探伤设备找到钢轨中

伤痕，素有“钢轨医生”之称。

目前，钢轨探伤车主要采用超声波探

伤原理。在极寒条件下，钢轨表面温度很

低，超声波探伤所需喷洒的雾状耦合水极

易雪化或结冰，易造成超声波耦合不良、声

束无法正常透射到钢轨内部等问题，影响

探伤效果。

2010年，南车时代电气组建了一支核心

成员超 30 人的团队，前后 4 次到达青藏高

原，3 次跟车到最高海拔超过 5000 米，夜间

温度低于-30℃的格拉线，数次抵达沈阳、哈

尔滨、乌鲁木齐等东北、西北地区跟车，不断

进行低温试验和改进，最终成功研制出了型

号为 GTC-830高寒钢轨探伤车。

南车时代电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型探

伤车，是国内最先进的钢轨探伤车，它可在

海拔 5000 米、-25℃的极寒环境下正常作

业，几乎适用于任何铁路线路上的钢轨探伤

检测。更重要的是，该车在-25℃的恶劣环

境下作业，还能保持 80 公里的探伤检测时

速，大大提高了探伤检测效率。这是截至目

前，世界上低温工作环境下连续探伤检测速

度最高的钢轨探伤车。

-25℃低温 80公里时速

中国南车“钢轨医生”创低温环境世界最高速

科技日报上海5月 29日电 （记者张盖伦）暗物质

粒子探测卫星的研制取得重大进展。29 日，由四层粒

子探测器为主体的科学探测有效载荷联试完成，顺利

交付卫星总体。这是我国空间科学卫星系列“十二五”

计划首发星。据卫星科学应用系统总设计师伍健介

绍，这为今年年底如期发射该卫星奠定了基础。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将替代人类的眼睛，面向浩

渺宇宙捕捉暗物质的踪迹。这种被万有引力效应明确

证明存在却没有被电磁波观测到的物质，占到宇宙物

质的 26.8％，但其本质是什么至今无人知晓。

伍健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以前我国几乎没有真正

的科学卫星，科学家要进行相关研究，只能用国外数

据。而这枚探测卫星由中科院承担研制和生产工作，

它将通过高空间分辨、宽能谱段观测高能电子和伽玛

射线寻找和研究暗物质粒子。在寻找暗物质的国际竞

争中，它并不逊色，其探测能段能达到 104Gev，这是迄

今为止观测能段范围最宽，能量分辨率最优的空间探

测器，超过国际上所有同类探测器。

暗物质粒子卫星探测器属于大型空间高能设备，

由塑闪列阵探测器、硅列阵探测器、BGO 能量器和中子

探测器四个子载荷联合执行探测任务。四个探测器一

层一层组装，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的首席科学家常进

比喻道，这好像一个昂贵又复杂的“蛋糕”。在他看来，

有效载荷联试成功，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接下

来还有大量实验要做”。

在此之前，这次交付的科学载荷已分别于 2014

年 11 月和 2015 年 3 月两次赴欧，在位于日内瓦附近

的欧洲核子中心（CERN）完成了光子/电子和重离

子束流定标实验，结果显示其载荷技术指标均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是中科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中

首批确定的五颗科学卫星之一，也是该系列的首发星。空

间科学先导专项科学卫星工程常务副总指挥吴季表示，暗

物质粒子探测卫星若能成功发射，将为科学卫星的规划、

设计、运行，数据的分发和公布等积累经验。据他透露，先

导专项中其他三个项目也已进入正样研制阶段。

我将发射卫星探测暗物质
为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放学后无人照料的问

题，合肥市美虹社区与辖区农民工定点学校江淮学校
联合开办“挂钥匙的教室”，邀请志愿老师，开设多种多
样的兴趣课程，让孩子们不用走出校门，就可以接受安
全放心的课外教育。图为 5月 28日，社区邀请的志愿
老师与农民工孩子们在“挂钥匙的教室”门前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杜宇摄

茹振钢在田间查看苗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