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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华 凌

11 月 15 日，湖南长沙唐人万寿园陵墓举

行袁隆平院士骨灰安葬仪式。同日，湖南省

农科院主办袁隆平院士追思礼，展开对老先

生的深情怀念及近期科研成果进展的分享。

“我们一定继承您的遗志，发掘好、传承

好、弘扬好袁隆平精神，加快发展杂交水稻事

业，为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作出新贡

献。”追思会上，湖南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柏连

阳深情地说。

5 月 22 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辞世，

到 11月 15日，整整过去 177个日夜。这一天，

老先生的科研“亲友团”，前来和他诉说“177

个日夜”的点滴。

老师，我们来向您汇报了

“稻子熟了，我们想您了。在今天这个特

殊的日子，我们向您报喜来了。”湖南省杂交

水稻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张德咏轻语诉说。

10 月 17 日，在湖南衡南，袁隆平熟悉的

稻田里，第三代杂交水稻“叁优 1 号”，晚稻达

亩产 936.1 公斤，加上早稻亩产 667.8 公斤，周

年亩产 1603.9 公斤，再次刷新世界纪录，完成

了老先生提出的“三千斤”攻关任务。

低镉水稻技术研究实现“三个率先”，已

选育出多个镉低积累水稻新材料，并进行了

较大面积示范，有望在“十四五”期间彻底解

决“镉大米”问题。

此外，海南三亚海棠湾新基地正式启用，

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杂交水稻国

家重点实验室、水稻国家工程实验（长沙）三

大平台有序推进，有力支撑着湖南着力打造

的岳麓山实验室建设。

“老师，我们高起点设计与谋划杂交水稻

国际化发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21年，隆

平高科杂交水稻国际市场销量近 1500 万斤，

同比增长 30%，预计到 2023 年可突破 2000 万

斤。您的‘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已逐步成为

现实。我们一定会将您的杂交水稻知识理论

体系和杂交水稻事业传承下去，让杂交水稻

覆盖全球，造福世界。”隆平高科党委副书记

廖翠猛说。

“虽然水稻喜温，但气温太高也会严重影

响水稻结实。我曾主持研发的 Y 两优超级稻

比很多品种耐高温，但也扛不住 2016 年出现

的长时间高强度高温胁迫。不过，我们已经

成功培育出了新的耐高温品种。”杂交水稻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邓启云说。

据悉，邓启云研发的耐高温超级稻新品

种吨两优 900，导入了非洲稻耐高温基因，不

仅高产稳产，主要米质指标也达国家一级。

在 38.9℃的高温下，相比其他品种结实率可

提高 30%以上，41.6℃的极端高温下，还能保

有 55%的结实率。吨两优 900 在农户普通种

植的百亩片中，经农业部专家组测产，平均亩

产达 905.5公斤。“现在，我们还在积极开展可

抵抗低温阴雨极端气候的品种培育和研发。”

邓启云说。

袁隆平的一生有两个梦想

“敬爱的父亲，您对往事如数家珍，讲笑

话信手拈来，起绰号入木三分，学方言惟妙惟

肖。我们时时回想，终生难忘。父亲，走的时

候，您也许还有几多牵挂，但您放心，您的家

人弟子，挚友同事一定会同心前行，将您开创

的杂交水稻事业继续传承，发扬光大。禾下

乘凉其中，我们一起圆梦！”袁隆平之子袁定

安深情发声。

袁隆平一生有两个梦想：“禾下乘凉梦”

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老师是杂交水稻的发明人和奠基者，他

1966 年发表的杂交水稻开山巨作，开辟了一

门学科，也开创了一个产业。老师的两个梦

想，也就是科研梦和产业梦。”邓启云说。

为圆“禾下乘凉”的科研梦，袁隆平提

出了“杂交水稻发展的五代战略”：第一代

是三系法；第二代是两系法；第三代是利用

遗传工程不育系，综合一、二代技术优点，

克服一、二代不足；第四代利用玉米、高粱

等 C4 高 光 效 基 因 ，大 幅 提 高 水 稻 光 合 效

率；第五代一系法杂交水稻，可利用远缘杂

种强大优势，并把优势固定下来，产量将大

幅提高且不需要制种。

“未来，我们会进一步发展巩固一、二代

杂交水稻技术，同时积极组织开展三、四、五

代技术攻关。”邓启云说。

对“杂交水稻覆盖全球”的产业梦，邓启

云则表示，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种质

资源创新和利用，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凝聚一批有情怀的种业科学家和企业家，种

业振兴可期。

“ 去 年 12 月 ，袁 老 师 在 三 亚 主 持 召 开

2021 年杂交水稻高产攻关会，安排我为主要

栽培技术负责人，主持单季稻亩产 1200 公斤

的攻关任务。今年这一目标还未完成。但我

一定会学习他‘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甘耐寂

寞，执着追求；淡泊名利，乐观豁达’的精神，

继续扎根稻田，埋头苦干，争取早日实现这一

目标。”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栽培室主任李

建武说，“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描绘了党和国家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和

宏伟蓝图。作为农业战线的一员和一名共产

党员，我将时刻谨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

国碗要装中国粮’等重要指示精神，攻坚克

难、不懈奋斗，为乡村振兴和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贡献青春与智慧。”

“我们会继续坚守袁老师开创和领衔的杂

交水稻事业，根据时代对杂交水稻提出的新要

求，刻苦攻关，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杂交水稻

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吴俊研究员表示。

“禾下乘凉其中，我们一起圆梦”
——袁隆平院士安葬仪式在湖南长沙举行

“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青蛙是怎么在

沙漠里出现的。”获得 2021 年“最美科技工

作者”称号的重庆交通大学副校长易志坚

教授谈起自己的科研经历时，兴致十分饱

满，正如他描述自己获得荣誉时的心情是

“很激动，很意外，又很珍惜”。

1963 年出生的易志坚在大学学习的

是固体力学，研究方向是断裂力学。1988

年，易志坚前往重庆交通大学任教，开始接

触混凝土等材料。在多年的研究当中，易

志坚发现，改变颗粒物质的力学状态是可

能的，例如沙子就可能变成储存水分、空气

和养分的“土壤”，为植物生长提供条件。

2008 年提出沙漠土壤化的设想之后，

易志坚团队在 2009 年正式启动研究。经

过六七年的理论和实验室研究，易志坚团

队在 2016 年前往沙漠地区开展实地研究，

经过几年的不断尝试，“沙变土”的试验面

积已经从最初的 25 亩拓展到了 2021 年的

近两万亩，这些试验田分布在中国的内蒙

古、新疆、西藏、四川、海南地区，以及中东、

非洲的一些沙漠地带。

2017 年，“沙变土”初见端于媒体时，

这一设想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他也对

网友的一些问题做出了回应。例如，面对

“沙漠有水，植物就能生长，因此把沙漠土

壤化成本过高，没有意义”的质疑，易志坚

解释说，仅仅“有水”的话，非沙生植物依然

很难生长，依靠大量人力物力也难以保障

存活。但是在沙漠土壤化之后，植物生长

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根系非常发达，与此

同时用水用肥量还很节省，因为土壤本身

可以保水保肥；如果种植耐旱植物，则可以

在不灌溉情况下自然生长。对于“沙变土

成本远高于防沙固沙”的说法，易志坚指

出，这种比较是不合理的，因为“固沙”和

“造田”本来就是不一样的目标，讨论实现

成本高低并无意义。

在热议出现的 2017 年，由十几名专家

组成的力学治沙专家座谈会得出意见认为

“该研究是治沙领域的有益探索，需要开展

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易志坚向科技日报

记者表示赞同这一结论，“继续试验，让科

学事实说话”。网络讨论没有干扰到易志

坚的步伐，4 年多来，试验田不断出现喜人

的结果。

在研究当中，易志坚团队面临的实际

困难来自其他方面。易志坚把这些困难总

结为三个方面，其一是没有经费支持，其二

是需要深入沙漠，其三是对于易志坚来说，

这是一项跨界研究。“面对许多现实问题，

做研究是需要一定的兴趣和勇气的。”易志

坚感慨说。

在易志坚团队的努力协作下，这些问

题都得到了克服。每到植物播种和生长的

季节，易志坚经常拿出周末休息时间，前往

沙漠开展研究。作为高校教师，易志坚还

把自己最大的“职业福利”暑假拿出来，在

内蒙古的乌兰布和沙漠度过。

“寒假倒是不用去了，那里天寒地冻，

不长植物。”易志坚说。

谈起自己的治沙感悟，易志坚直白地

表达了自己的喜悦：“经过多年努力，当沙

漠变成绿洲的时候，我的心里非常高兴，天

天都挂念着这件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

容了，总之就是特别的高兴。”这一切的起

点，就是易志坚团队的科研设想：通过颗粒

约束改变沙子的力学状态，让它具有土壤

的性能。易志坚在长达十余年的研究当

中，见证到自己脑中的一个想法逐渐变成

了沙漠中的一片片绿洲。他说，每位科技

工作者都会为这样的见证感到无比欣慰。

从物理学的分支力学，到材料科学，再

到生态科学，“由沙变土”不只是对易志坚

团队研究内容的一种概括，也是对易志坚

本人学术生涯的一份写照。在跨学科研

究、实现成果转化这条道路上，易志坚已经

走了许多年。“这绝对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事

业。”易志坚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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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1月15日电（记者刘垠）
“10 月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持续恢复。”15

日，国新办举行 10 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

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

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介绍说，农业增产在

望，工业增速回升，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向好。

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高技术产业投

资增势良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

格温和上涨。

“随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

效继续显现，保供稳价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的力度在加大。”付凌晖说，10 月份主要宏观

指标总体上处于合理区间，结构调整和民生

保障有力有效，国民经济保持了恢复态势。

数据显示，10月份，主要指标同比增速有

升有落。从两年平均看，多数指标确实均有

所加快。从累计看，主要指标保持了较快增

长。前 10 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10.9%，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15.1%。从宏

观指标看，1—10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平均为 5.1%，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7%，都

低于年度宏观调控预期目标。

不仅运行总体平稳，经济发展韧性也持

续显现。付凌晖表示，尽管受到疫情、汛情不

利因素的冲击，我国农业生产保持稳定，工业

和服务业经受住冲击，呈现改善态势。今年

夏粮和早稻实现双增产，秋粮收获接近尾声，

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10 月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长 5.2%。我国原煤产

量同比增长 4%，增速由上月下降转为增长，

市场紧缺的金属集装箱、集成电路的产量分

别增长 76.2%和 22.2%。

值得关注的是，结构调整扎实推进，高技

术产业较快发展。10 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7%。信息传输、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生 产 指 数 同 比 增 长

14.8%；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产量同比分

别增长 127.9%和 12.3%。

“我国经济持续恢复的态势没有改变，积

极因素在累积增长。”付凌晖同时提醒，国际

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国内经济恢复

仍存在制约，企业成本上升压力加大。

在疫情反复的情况下，能否完成全年经济

社会目标任务？针对记者提问，付凌晖回应

说，近期部分地区出现疫情多点散发的情况，

但总的来看，我国在一年多防控疫情的过程当

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控制疫情的传播有较

好的条件和基础，会逐步减小对经济的影响。

“从下阶段来看，尽管面临一些风险挑

战，但总的看，经济运行总体稳定，发展质量

逐步提高的态势有望保持。”付凌晖说，国内

需求有望继续扩大，高水平开放的红利继续

显现。随着社会保障逐步完善，疫情防控形

势改善，消费升级、消费模式创新的带动作用

也会进一步显现；产业升级发展、民生投入增

加、“十四五”重大工程项目开工建设，都有利

于支撑投资的增长。

与此同时，改革创新的动能增强。“放管

服”改革持续深入，营商环境逐步优化，市场活

力动力增强，市场主体持续增加，活跃度保持

在较高水平。新业态、新模式也在成长壮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创新发展势头良

好。前10个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9.5%，绿色智能产品产量快速增长。

国家统计局：10月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持续恢复

“目前，延庆赛区的气象条件已满足造雪

要求，试造雪工作 11月 10日下午 6时启动，主

要对造雪设备进行调试。正式造雪在 11 月

15 日启动，预计到明年 1 月中旬将完成所有

造雪任务，确保以最完美的状态迎接北京冬

奥会。”11 月 15 日，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延庆场

馆建设处处长刘利锋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

这意味着，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延庆赛区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今天正式开启冬奥会赛时

高山滑雪项目造雪工作。

高山滑雪项目被誉为“冬奥会皇冠上的

明珠”。据了解，位于北京延庆区西北部的国

家高山滑雪中心在 2021 年 6 月底全面竣工，

场馆依托小海坨山天然山形共建设 7条雪道，

全长 9.2公里，最大垂直落差可达 900米，是国

内第一座符合奥运标准的高山滑雪竞赛场

馆，也是目前世界上难度最大的比赛场地之

一。分别承担高山滑雪滑降、超级大回转、大

回转、回转等 11 个小项的比赛，共计产生 11

块金牌。目前已通过多次测试活动检验，并

全面具备办赛条件。

“为了保证比赛选手最高时速能达到

130—140 公里/小时的滑行速度，国际雪联对

雪道硬度有严格要求，因此造雪成为最为关

键的一个环节。”延庆赛区建设单位北控京奥

场馆运行分公司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山地运行

经理表示。

吴高胜介绍说，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造雪

工作将自上而下，从海拔 2198 米的出发区开

始，由竞速训练道及技术道路的山顶区域逐

步向结束区方向推进。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包

括竞速、竞技赛道及训练道、高山集散广场、

媒体转播区、山顶平台出发区，竞速、竞技结

束区等。造雪团队由中方及外方人员共计 20

人组成，分两个班次全天 24小时持续作业，投

入使用造雪设备 170 台，造雪面积约为 80 万

平方米，造雪量约为 120万立方米。

根据比赛要求，雪道表面必须保持结晶

状态，近似于冰面，这种雪被称为冰状雪。冰

状雪可减小雪板和雪道之间的摩擦力，使得

雪道不易被破坏。在运动员高速转弯的情况

下还能保证雪道表面平整光滑，确保选手不

论第几个出场，雪道的状态都处于相对完美

状态，保证比赛的公平性。

据了解，冰状雪赛道分为两种：一种是竞

速冰状雪赛道。竞速赛道冰状雪的制作需要

工作人员先将雪道翻开，将雪块破碎形成约

40 厘米的疏松层后用水炮进行注水，在注水

的同时反复翻压将湿雪搅拌均匀，确保雪层

赛道范围内冰状雪层厚度一致，并且没有大

的气泡，之后迅速将赛道压平、低温板结，雪

层会自下而上形成一层“冰壳”，而上面的浮

雪，再由赛事运营队员用滑雪板侧滑的方式

铲去，修整后的赛道看上去光滑如镜。

另一种是竞技冰状雪赛道。与之前在竞

速赛道冰状雪采用浇水的方式不同，竞技赛

道采用的是注水器注水的方式。在雪道经过

初步压雪平整并通过自然低温板结后，对雪

层含水量进行初步测定，按照国际雪联要求

的赛道含水量标准调整好注水器水压后，使

用一种独特的 Z 字形注水器注水，整个过程

不仅要保证雪道中每立方米的雪含水量相

同，同时还需要每次移动的距离必须保持相

同，从而保证整条雪道均匀注水且硬度相同、

雪况一致。

此外，据了解，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共建设

9 条架空索道及 2 条拖牵索道，全长 10.3 公

里，串联延庆冬奥村及高山滑雪中心各区域，

可以让运动员在 30分钟内抵达各自赛道。该

索道具有技术先进，运行速度快，运量大的特

点，其中 A 索道、B 索道最高运行速度 6 米/

秒，单向运量 3200 人/小时，吊具设有座椅加

热功能及定位系统，并在内部装有无线广播

传媒装置。

（科技日报北京11月15日电）

助力“冬奥会皇冠上的明珠”璀璨绽放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正式开启造雪工作

科技冬奥进行时

◎本报记者 华 凌

近日，重庆市巫溪县蒲连
镇近8000亩蜜柚迎来丰收，当
地村民抓紧采摘、打包蜜柚，供
应市场。

图为 11 月 15 日，在巫溪
县蒲连镇桐元村，墩子石蜜柚
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谭周东
（左）和村民谢芝灯一起打包新
采摘的蜜柚。

新华社记者 黄伟摄

重庆巫溪
蜜柚丰收

11 月 15 日 9 时 30 分，随着钟声响起，

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开门迎客。据悉，其

定位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聚焦专精特

新。目前北交所首批 81家上市公司中，有

17家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据介绍，北交所在新三板精选层基础

上设立，总体平移精选层各项基础制度，并

同步试点证券发行注册制。该所坚持转板

机制，其上市公司可以选择到沪深交易所

继续发展。截至 11 月 12 日，累计有超 210

万户投资者预约开通北交所合格投资者权

限，开市后合计可参与北交所交易的投资

者超 400万户。

为何要在沪深市之外设立北交所？

相较于新三板精选层，北交所有哪些升级

之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

院联席院长赵锡军教授表示，当前，北京

正在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聚集全

国最好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科技企

业，有丰富的科创成果。将它们转化为经

济价值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就是通过资本

市场来配置金融资源。北京在这方面具

备了一定的基础。但是新三板的配置能

力有限，不能完全承担起将北京的科创资

源转化为经济价值的任务，需要升级改

造。于是，以现有的新三板精选层为基础

组建的北交所应运而生。交易所是金融

资源配置能力的具象化表现。通过北交

所的平台和市场的机制，能够为北京现有

的科研能力、研究成果输送源源不断的金

融“血液”，帮助它们走上健康可持续的发

展道路，不断地创造价值。这是新交易所

落户北京的重要原因。

上交所有科创板，深交所有创业板，为

什么还要办一个北交所？赵锡军答道：“它

们三者之间是错位发展的关系。每年有大

量的中小企业想要创新发展、上市融资，而

科创板和创业板能提供的机会有限，缺口

还是很大的。我认为这也是设立北交所的

一个重要考量，解决金融资源配置总体上

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北交所开市！定位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聚焦专精特新

（上接第一版）

明星分子“小试牛刀”

机制清晰，研究走到了应用阶段。团

队决定先让明星分子小试牛刀，在检测领

域做验证。健康中国行动要求强化癌症早

筛。膀胱癌检测一直痛苦得让患者望而却

步，不愿早筛，实现“滴尿”筛查将让癌症发

现大大提前。

“我们将明星分子做成了检测试纸。

尿液中脱落的膀胱表皮细胞如果有肿瘤的

迹象，马上会被预警。”辽宁师范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副教授韩英伦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团队先从学校职工体检的尿检入手建

立了指示分子含量的对照表，然后与大连

市的几家医院合作进行临床研究，肿瘤患

者的值会高过正常值 2—3倍。

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利用 LIP 特异性

识别肿瘤细胞技术，尿液检测膀胱癌的

LIP免疫荧光试纸灵敏性达到 85%，特异性

可达 92%，简单、快速、微量、无创。

“国际上这类检测试剂不多，美国 FDA

目前有三款试剂盒上市。”评审专家、大连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刘志宇教授表

示，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检测产品，尤其是

从靶点开始的源头创新，目前的研究进展

令人震撼。评审专家一致认为，该项目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据介绍，相关研究多年来得到科技部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辽宁省高等学校重大科技平台等

项目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