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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河南被誉为“中国粮仓”，夏粮产量长期

占全国 1/4强。尤其是 2015年，达到创纪录的 702.36亿

斤,等于向 13 亿中国人每人贡献 50 多斤夏粮，实现 13

连增。

但是，记录却止步于 2016年的这个夏季。

国家统计局 7月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河南今年夏

粮总产量 695.36 亿斤，比上年减少 7 亿斤，减产幅度达

1％。这对于连续 13年高歌猛进的河南夏粮生产，无疑

于当头一棒，让人猝不及防。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河南夏粮减产反映了什么问

题？以后怎么办？科技日报记者就此深入河南粮食主

产区与农民、种粮大户及基层干部座谈，并采访了相关

专家，大家一致认为这不啻一记警钟，告诫人们粮食生

产到了在高基点上谋求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

1％减产符合自然规律，不能
一减产就大惊小怪

对于河南人，甚至对于全国人来说，早已习惯于过

去 13 年绘就的夏粮产量连增曲线。但是，河南省农科

院研究员、著名小麦专家许为钢认为：“在夺取了 13 连

增辉煌后，总产略减并不可怕。‘中国粮仓’已具备稳产

增产的应变能力和深厚实力，应根据自然规律和市场

规律，协调发展粮食生产。应接受粮食产量年度间的

波动，不能一减产就大惊小怪！”

他说，连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今年也多次提醒，“十

三五”期间，国家不再片面追求粮食连续增产，但一定

要巩固和提升粮食产能。这应该是今后我国粮食生产

的一个方向。

此外，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看天吃饭、

“两丰一歉”曾经是农业无法逃脱的波动周期，“2003年

以来，我们把这一历史规律改写为‘十三丰一歉’，已经

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了！”许为钢笑言。

国家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教授、农业部小麦专

家指导组副组长郭天财向科技日报记者摊开一份新世

纪以来河南小麦产量统计报表，从 2003年开始，河南小

麦生产摆脱了前 3 年“两丰一歉”局面，在播种面积从

7207 万亩增加到 8198.5 万亩的同时，总产量也一年一

个台阶从 458.6亿斤上升到 702.36亿斤、695.36亿斤，13

年总产提高 53％多。“可以说，这是历史的辉煌！”

“ 横 向 的 ，与 全 国 比 ，2016 年 全 国 夏 粮 总 产 为

2785.2 亿 斤 ，比 上 年 减 产 32.42 亿 斤 ，减 产 幅 度 为

1.2％。河南减产 1％，略好于全国平均水平。”郭天

财说。

粮食生产应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

“今年河南省小麦播种面积 8198.5 万亩，比上年增

加 60 万亩，增幅为 0.7％；减产的原因，主要是单产降

低，平均亩产 845.6 斤，比上年减产 1.7％。”郭天财说：

“这更加让农业科技工作者感到任重道远！”

他说，同样是在河南，同样的自然灾害，豫中平原

的长葛市董村金大地示范方，却取得了亩产 1251.6 斤、

平均每亩增产 258.4斤、增产率达 26.02％的好成绩。“这

说明农业的科研潜力还有很大，主要是从育种和耕作

方面提高农作物的抗风险能力。”

为此，他建议今后的河南夏粮生产，要立足于抗

灾夺丰收，在加快稳产多抗广适小麦新品种选育推广

的同时，围绕节水、节肥、减药、高效，降低生产成本，

研究集成节本增效栽培技术。尤其要适应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优质强筋、中强筋小麦，豫南

稻茬麦区大力发展优质弱筋小麦生产，以提高小麦质

量、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加快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

准粮田建设，持续培肥地力，增强抗逆减灾能力，做到

“藏粮于地”。

同时，要稳步推进土地流转和托管，推行适度规模

经营，加快推进全面机械化和大型农业机械使用。大

力发展小麦加工业，支持品牌化营销，延长产业链，提

升价值链，促进小麦生产由注重数量增长向总量平衡、

结构优化和质量安全并重转变。国家也要进一步加大

对全国第一小麦生产大省的支持力度。

据河南省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对 40 个县（市、

区）小麦生产成本调查，今年平均每亩小麦种植成本

为 568.2 元，依照今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每公斤 2.36 元

测算，每亩小麦的总产值为 997.8 元，比去年减少 17.5

元。扣除生产成本，每亩小麦收益 429.6 元，比上年

减少 18.7 元，降幅 4.2％。专家们表示，近年来农产

品消费升级加快，面对粮食产量、进口数量、库存数

量“三量齐增”新形势，粮食生产需要数量、质量和效

益并重，在不断提升粮食产能的基础上，让农民腰包

“鼓”起来。

河南省委政策研究室、河南省农业厅相关负责人

还向科技日报记者提出了提高农民保险意识、推进高

标准粮田建设等建议。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谷建全研究员说，破解之道在于实现粮食生产的转型

升级，加快由传统的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向规模化、产业

化经营转变，从依靠拼资源消耗、拼农资投入的粗放经

营，转到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的集约经营上来。他还

说，与一季粮食略减相比，粮食比较效益更需要关注，

这是稳定种粮队伍进而提升粮食产能的关键。构成粮

食安全三要素的“良田、良法、良人”中，最核心的是

人。目前河南省 12.3 万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4.7 万个

种粮大户，已成为农业生产的生力军。

（科技日报郑州8月4日电）

河南夏粮少收了7亿斤！咋回事？
专家认为：粮食生产到了在高基点上谋求转型升级重要关口

本报记者 乔 地

2014 年 4 月，陕西佳县古枣园

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为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正是在那一年，32

岁 的 武 小 斌 从 榆 林 回 到 了 故 乡

——佳县泥河沟村。“当时我根本

就不知道村里成了农业文化遗产

地。如果不是后来榆林日报记者

来采访，我还不知道这件事。”

在榆林开过商店、搞过运输的

武小斌，经过观察与思考，投资 30

万元，建起了泥河沟村的第一个农

家乐——枣缘人家 。日前，记者

来到这个农家乐看到：二孔窑洞可

供住宿，一个餐厅能容 30 人吃饭，

有干净的冲水卫生间，院中还有一

个小茶屋。

尽管现在村里来的游客还不

多 ，但 武 小 斌 看 好 村 子 的 未 来 ，

因为“农业文化遗产这个牌子不

是省里或国家给的，而是国际给

的”。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联

合国粮农组织推出的一项旨在保

护与农业遗产有关的景观、生物多

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的计

划。我国著名生态学专家李文华

院士十分看好这项国际性计划，认

为这将有利于传统农耕技术内涵

的挖掘，并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从 2011 年起，佳县就将泥沟

河村的 36 亩古枣园列为保护对

象，2014 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

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千年的古枣树有了保护措施，

列出保护区，严禁砍伐，禁用化肥、

农药，采用生物学方法灭虫等等。

但这还不够。由于泥河沟村紧邻

黄河，黄河发大水时会倒灌进沟，

从而威胁古枣园。为此，佳县政府

出资修筑河堤，加固水坝。

物理学上的保护相对容易。

可是，如今泥河沟的年轻人

都 跑 出 山 沟 走 向 大 千 世 界 。 未 来 的 古 枣 园 谁 来 保

护？如何让古老的村落重获生机？为了让村民认识

到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孙庆忠

先后 7 次到泥河沟做村史和村志的挖掘工作。两年

间，他带领团队驻村调查 50 余日，希望抢救出更多的

乡村生活记忆，唤起村民热爱家乡的情感，建立起外

出游子与故土的联系。孙庆忠告诉记者，团队围绕

村庄自然景 观 与 人 文 历 史 ，以 图 册 、口 述 史 和 文 化

志的方式，全面呈现了村民的生命叙事与村庄的社

会 形 态 。《乡 村 记 忆—— 陕 西 佳 县 泥 河 沟 掠 影》《村

史留痕——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口述历史》和《枣缘社

会——陕西佳县泥河沟村文化志》等村落文化丛书，

将于年底前出版。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不同，粮农组织

推动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具有很大的特殊

性。它是农耕系统的活态保护，包括传统的技术、种

子、文化等。在我国，多个农业文化遗产地已建立了

不同形制的博物馆。但其中展出的农具、生活用品、

特色农产品等一系列传统展品，多数仅仅是个物件而

已，围绕这些物件的文化传承或具体的故事则鲜有记

载。孙庆忠团队在农业文化遗产地发掘农耕系统中

的人文历史，存留村落的文化记忆，做了开创性的工

作。“出外打工的年轻一代，对泥河沟、对古枣园的感

情正在弱化。”孙庆忠说，但是如果你告诉他，在曾经

是学校的 11 孔窑中收藏的这个箱子是你外祖母出嫁

时的嫁妆，而后外祖母又送给了你的妈妈，那么这个

箱子就有了生命；当他读到口述史里记载的爷爷奶奶

在村里的故事时，他就会对泥河沟有一种亲近感和归

属感。只有这样，祖辈曾经生活过的枣园及其文化、

历史才能传承。

孙庆忠团队的行动也感动了当地政府。佳县县

长刘生胜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泥河沟将来会利用山上

的 11 孔窑洞建设一个“乡村记忆馆”，让其中的老照

片、老物件和老文书能“讲”出故事，把乡村文化好好

地传承下去。

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中，通过旅游收入

补贴农耕系统收入的不足是思路之一。或许在未来的

泥河沟，游客们不仅能见到千年枣林，品尝大枣，而且还

能在乡村记忆馆里看到村民活生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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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4年8月3日，到2016年8月3日，整整两年，曾经“破碎”的云南鲁甸6.5级地震灾区旧貌已换新颜。
根据《鲁甸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灾区将用3年时间完成恢复重建任务。近日，记者实地回访鲁甸县、巧家县等重灾区，看到灾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和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正朝着超过灾前水平的方向不断提升，灾区群众对建设灾后美好新家园满怀信心。图为鲁甸县龙头山镇沿河村村民在新建成的农家书屋里看书。
新华社记者 胡超摄

科技日报讯 （记 者乔地 井长
水 通讯员张勋勇）3 日 6 时 30 分，曾

在 交 汇 试 验 中 让 两 列 动 车“ 擦 肩 飞

过”的郑州至徐州高速铁路，引入郑

州东枢纽的关键连接设备 6#道岔插

铺完毕，将于 9 月正式通车。届时，

郑徐客专将与京广高铁、郑西高铁等

在郑州东高铁枢纽实现互联互通，中

西部地区通往华东地区的高铁“扩容

能力”显著增强，郑州承东启西，连接

西北、华北地区高铁的交通枢纽地位

进一步得到巩固。

郑徐客专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

规划》中“四纵四横”之一“徐兰客运

专 线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全 长 362 公

里。开通运营后，从郑州到徐州最快

仅需 1 小时 20 分钟左右。此外，还将

通 过 徐 州 连 接 到 京 沪 高 铁 、宁 杭 高

铁、沪昆高铁、合福高铁、胶济高铁、

石 太 高 铁 ，进 而 与 国 内 其 他 10 条 高

铁线联通，到达上海、南京、杭州、苏

州、济南、青岛、烟台等城市，进一步

完善华东、华南地区通往中原地区的

高铁网络。

目前郑州东站内设有京广场、徐

兰场、城际场，还预留了郑万高铁、郑

济高铁的接入条件，在郑徐客专开通

之际要实现三个场的直接互联互通，

除了将室外场联设备互连之外，还要对相关线路信

号控制系统之间的软件进行换装升级，实现兼容互

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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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唐婷）8月 3日，2016年里约残奥

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下简称“代表团”）新闻发布会在

中国残联召开。中国残联副理事长、代表团副团长王梅

梅在会上透露，本次代表团是我国参加在境外举行的残

奥会运动员人数最多、参赛项目最多、代表团规模最大

的一支。

据介绍，我国共有 308名运动员获得里约残奥会参

赛资格，比上届残奥会增加 26 人。代表团将参加 17 个

大项 328 个小项的比赛，比上届残奥会增加了 2 个大项

和 40 个小项。参赛运动员中，首次参加残奥会的年轻

选手共 134 人，占运动员总数的 44%；重度残疾运动员

57人，比上届残奥会增加 16人，增长 39%。运动员平均

年龄 26 岁，年龄最大 52 岁，年龄最小 14 岁。参赛运动

员全部都是业余选手。

王梅梅表示，田径、游泳、乒乓球是我国残疾人体育

运动的三大基础项目，代表团将参加里约残奥会这三个

项目 60%—79%的小项。我国已开展的残奥集体项目

共有 7 支队伍冲击里约残奥会，其中 6 支队伍获得参赛

资格。此外，代表团的队伍专业化程度、运动员受教育

程度为历届最高。代表团具有体育专业学历的工作人

员占 80%，大专以上体育专业学历的教练员占 85%，具

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运动员占 46%。

据悉，代表团 17 支运动队目前分别在北京、河北、

上海、江苏等地进行最后阶段的封闭集训，各项训练、参

赛工作准备有序、平稳推进。里约残奥会将于 2016年 9

月 7日至 18日举行。

2016年里约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科技日报上海 8月 4日电 (记者王春)8 月 4 日，

2016年长江经济带科技资源共享论坛在上海举办。长

江经济带覆盖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

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 9 省 2 直辖市的科技主管部

门、科技服务机构及科技企业参加了会议。会上，发出

了《长江经济带科技资源共享论坛倡议书》，4家科技服

务机构作了交流发言。

据悉,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创新驱动的重要策源地，

对外开放程度高，创新资源丰富，集中了全国 1/3 的高

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拥有全国一半左右的两院院士和

科技人员，各类国家级创新平台超过 500 家，形成了一

批创新引领示范作用显著的城市群,区域互动合作前景

广阔。“长江经济带科技资源共享论坛”是长江经济带

沿线十一个省市共同创办的一个科技资源跨区域合作

的平台，将在组织体系、协调机制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尝

试。为落实《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

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十一个省市将集聚共享、优势

互补，提高资源综合统筹能力和共享促进功能，从促进

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做起，共同推进长江经济带

资源共享创新跨区域合作。

与会各方表示，希望将论坛发展成为一个品牌，

形成长效沟通机制，建立有效的合作与交流，不断在

科技共享领域拓展合作范围。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基

础条件平台中心、上海市科委等相关负责人出席会议

并讲话。

大平台构筑科技资源跨区域共享大格局

科技日报讯（记者陈瑜）由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主办

的中国南海网中文版 8月 3日正式上线开通。该网站使

用 www.thesouthchinasea.org、www.china-nanhai.org 等

六个域名。

“包括国家海洋局在内的我国相关机构和学者对南

海问题进行了长期研究，搜集和整理了大量文献档案资

料。”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海文介绍，中国南海

网网站包括认识南海、新闻动态、历史资料、政策法规等

十个栏目，发布了一系列历史文献和法律文件，其中部

分文献资料属首次公开。今后随着南海问题研究的不

断深入，将不断更新和增加上网内容。

记者了解到，今年年底前还将开通网站英文版。

中国南海网中文版正式上线

科技日报讯（记者瞿剑）近日，随着220千伏运河变电站在北京市通州

区温榆河畔开工，北京城市副中心配套电网建设全面启动。其目标是在“十

三五”期间，建成南北两个500千伏变电站“双电源支撑”、220千伏环网结

构、110千伏链式接线，供电可靠性达到99.9999%的世界顶尖水平配电网。

据介绍，城市副中心共规划建设 1 座 500 千伏、8 座 220 千伏和 27 座

110 千伏变电站，与现有 500 千伏通州变电站形成“一南一北、双电源支

撑”的强供电格局。到 2020年，城市副中心供电可靠性将达到 99.999%，

年户均停电时间低于 5 分钟。其中，副中心核心区供电可靠性达到

99.9999%，年户均停电时间低于 30秒，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十三五”期间，在公众关注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建设方面，通州区未

来 5年计划建设 90座充电站、10369台充电桩，通州全境实现“2公里充电

圈”，其中城市副中心重点区域及各乡镇中心实现“0.9公里充电圈”。

通 州 将 建 世 界 顶 尖 配 电 网

■简 讯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建高）8 月 1 日，记者从青岛市政府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青岛市委、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青岛市推进实施“国际化+”行

动计划（2016—2017 年）》正式启动。这标志着青岛市实施国际化战略，

打造新型国际湾区都市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记者获悉，青岛市“国际化+”行动计划根据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

力、国际成长力、国际吸引力和国际支撑力等指标，分行业分领域落实到

100项工作实事上，包括建立国际城市规划四大标准体系、实施国际城市

服务功能体系现代化建设十大系统工程、推进国际城市现代产业综合实

力提升七大行动计划、开展国际城市现代文明和国际交流水平提升两大

系列活动。其中，在生态环境保障体系方面，按照国际城市战略指标体

系，青岛将实现市区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浓度同比下降 5%。

青岛国际城市战略分三步走。到 2049年新中国成立 100周年时建成

在东亚地区经济实力雄厚、城市文化软实力突出，具有较强世界影响力

的新型国际湾区都市。

青 岛 实 施“ 国 际 化 + ”行 动 计 划

科技日报讯（记者操秀英）国土资源部近日出台《关于补足耕地数量

与提升耕地质量相结合落实占补平衡的指导意见》，强调占优补优，占水

田补水田，落实数量质量双到位要求。

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副司长刘明松表示，近年来，随着各地持续不

断补充耕地，耕地后备资源尤其是优质后备资源越来越缺乏，补充耕地数

量难度加大，特别是直接开垦补充同等质量的耕地和水田，许多地方难以

做到。“《指导意见》的出台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改革举措，目的就是既

国土部：补充和改造耕地相结合实现占补平衡

要保障经济建设合理用地需求，支持稳增长重点建设及时落地，又要落

实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充分发挥耕地占补平衡对工业化、城镇化

建设占用耕地的补救作用，坚守耕地红线。”刘明松说。

据介绍，《指导意见》明确改革举措的核心，即在补足耕地质量的前

提下，通过对现有耕地提质改造、以补充耕地与改造耕地相结合方式实

现耕地占补平衡。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园园）为什么宇宙那么大，而且里面有那么多

庞大天体？自然界的基本单元到底是什么？8 月 2 日晚，来自普林斯顿

高等研究院的罗伯特·迪格拉夫教授和尼玛·阿卡尼-哈米德教授在清

2016 国际弦理论大会在清华召开

华大学大礼堂为公众带来了令人“脑洞大开”的科普演讲。他们的演讲是

2016国际弦理论大会（Strings 2016）的一部分。

2016 国际弦理论大会 8 月 1 日到 5 日在清华大学举行。包括诺贝尔

物理学奖得主戴维·格罗斯教授，菲尔兹和基础物理学奖得主爱德华·威

滕教授等多位世界顶尖物理学家在内的 87 位学者将进行 88 场精彩的学

术报告。他们将围绕超弦理论、量子引力、量子场论、数学物理以及中国

的高能物理等议题展开学术探讨。会议期间还将举办海报展览和书展等

活动。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志强）8 月 4 日，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

2015年度中药民族药产业数据发布会上了解到，大健康医药产业已成为

拉动贵州经济增长的重要富民生态产业。

贵州省科技厅副厅长秦水介绍，“十二五”期间，该省中药材种植和野生

保护抚育总面积从236.35万亩，增加到546.83万亩，年均增幅达18%以上；中

药民族药全产业链产值从357.97亿元增加到741.35亿元，年均增幅达17%以

上；苗药销售产值从100亿元增加到200亿元以上，产值实现翻番，并超过了

全国藏药、维药、蒙药三大民族药之和，是全国销售额最大的民族药。

尤其重要的是，近年来在贵州省委、省政府加快发展大健康医药产业

的重大决策部署下，各地因地制宜采取林药结合、草药结合、粮药结合、果

药结合等多种模式，走出一条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丰收的发展路。

贵州实施中药材产业扶贫不仅带动上百万农民增收致富，而且原来

的荒山石坡因种上金钗石斛、头花蓼、太子参、金银花、杜仲等各类中药材

变得绿意盎然。截至目前，贵州中药材重点种植品种和鼓励发展品种达

到 50个，中药材生产重点县达到 39个，种植区覆盖农户 163万人，其中贫

困人口 65万人，药农人均收入达 4614元。

贵州苗药产值列全国民族药榜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