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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在全国

全面实施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

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在国新办 5 月

31 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上，财政部副部长廖岷介绍说，2024 年

中央财政安排了 562 亿元预算，其中超

过 200 亿元用于支持三大主粮保险发

展，集中财力将这件惠及广大农户、提

振种粮信心的好事实事办好。

我国粮食产量连年超过 1.3 万亿

斤。稻谷、小麦、玉米播种面积占我国

粮食总面积的比重超过 8 成，产量占

比超 9 成，不仅是老百姓饭碗里主要

的粮食品种，也是农业保险政策的“主

干道”。

据介绍，财政部最早于 2007 年实

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累计拨付的

保费补贴资金超过 3000 亿元，年均增

长 22%，推动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稳

居全球前列。

2018 年 ，我 国 开 始 探 索 稻 谷 、小

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和种植

收入保险，2023 年将这两个高保障保

险拓展至所有产粮大县，今年在全国实

现全面覆盖。“6 年间，从试点扩大到全

国，这项政策的出台对我国农业保险发

展、稳定种粮农户收益、保障粮食安全

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廖岷说，这是

我国农业保险领域的一个标志性举措。

廖岷现场算了一笔账：一位农户种

了 100 亩水稻，化肥、农药、种子等直接

投入再加上地租、人工等费用，每亩成

本 假 设 是 1500 元 ，总 成 本 就 是 15 万

元。如果没有保险，遭遇大灾就会绝

收，这 15 万元就全部损失了。如果投

了完全成本保险，每亩可以赔 1200 元，

加上其他农业直接补贴，基本上可以把

15 万元的投入补回来，解决了种粮的

后顾之忧。在财政补贴下，这位农民朋

友每亩自己才交大概 10 元，100 亩地约

交 1000 多元，受灾时最多却能得到 12

万元的赔偿。

2023 年 8 月，哈尔滨双城区遭遇

了几十年不遇的洪涝灾害，有个合作

社种了 900 多亩玉米，因为投保了玉

米完全成本保险，自己交了几千元保

费，最后获得了数十万元赔款。“合作

社的负责人说，没有想到能赔这么多，

成 本 都 给 补 上 了 ，以 后 还 要 继 续 投

保。”廖岷介绍。

廖岷表示，在全国全面实施三大

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

险政策，粮食安全更有保障，中国的饭

碗可以端得更牢。一方面，政策全面

覆盖后，对全国的小农户乃至规模经

营农户都形成了保障，有利于保护农

民种粮积极性。另一方面，这些年自

然灾害、极端天气有增多趋势，这也是

出台这一政策的背景。比如，去年河

南发生的“烂场雨”，成熟小麦霉变，农

业保险赔了 26 亿元，这对于挽回受灾

农户的损失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

农民的广泛认可。

“我们用财政支出的‘加法’，换来

了稳定农户收益和保粮食安全的‘乘

法’，表明了用足财政力量给农户更多

实惠的决心，也体现了保障好国计民

生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廖

岷说道。

财政支出“加法”换来粮食安全“乘法”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 200亿元支持三大主粮保险发展

◎本报记者 刘 垠

眼下，在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

的金沙河阎里“万亩方”基地，麦浪滚滚

如波浪，满目金黄铺满地，丰收季如约

而至。

“今年，我们将大量收购‘中麦578’，

每公斤收购价格高于市场价 0.1—0.2

元。”5月31日，在高产优质强筋小麦新品

种“中麦578”大面积单产提升观摩现场，

金沙河面业集团（以下简称“金沙河”）副

总经理魏海京为种植大户带来了一个好

消息。

“中麦 578”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作

物科学研究所和棉花研究所合作选育

的优良新品种，凭借其强筋、高产、稳产

的出色特性，备受种业、面粉企业和农

民的青睐。

“种‘中麦 578’省心、赚钱，确实是

个好品种！我们合作社的农民现在都种

‘中麦578’。”种地大户王志刚告诉记者。

作为首个同时通过两大主产麦区

（黄淮南片和黄淮北片）国家审定、新疆

南疆审定的优质强筋小麦新品种，“中

麦 578”也被农业农村部列为 2024 年主

导品种。

“‘中麦 578’有三大突出优点，首先

是优质强筋且品质稳定，由其制作的面

包品质达到进口优质加麦、澳麦、美麦水

平，100 克面粉制作的面包体积和面包

评分较普通麦高 30%。其次是高产稳

产，大面积产量与普通高产品种持平，被

誉为‘优质麦的品质、普通麦的产量’。

第三是抗病抗逆性好，生产中抗条锈病、

叶锈病、白粉病和纹枯病，还抗花叶病毒

病，抗赤霉病。”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

学研究所研究员何中虎介绍道。

由于其卓越的特性，“中麦 578”的

种植面积上升较快。“2023 年该品种推

广了 629万亩，居全国第 8位，实现了优

质优价。这充分说明，该品种在产业化

市场受到广泛认可。”中国农业科学院

副院长、党组成员叶玉江表示。

通过近10年的合作，何中虎团队与

金沙河合作，成功建立了“科研单位—种

子企业—农民合作社—面粉企业”合作链

模式，推动了订单生产。据统计，2022年

和2023年“中麦578”分别实现订单50万

吨和60万吨，每公斤加价0.1—0.2元，近4

年仅订单生产就实现麦农增收2亿元。

“到底什么是好品种？在农民看

来，能挣钱就是好品种。金沙河 6 万亩

农场，自从种上‘中麦 578’就没有换品

种，原因只有一个——挣钱！”魏海京告

诉记者。

品质稳定、高产稳产、抗病抗逆——

小麦新品种“中麦 578”质优价优
乡村行乡村行 看振兴看振兴

◎本报记者 马爱平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
至 5月 31日 17时，河南省已收获
小麦 4814.1 万亩，约占河南全省
种植面积的 56.5%。目前，河南省
夏播工作也已陆续展开。

图为 6月 1日，河南省安阳市
内黄县西长固村农民在收割小麦。

新华社发（刘肖坤摄）

河南省麦收过半

夏播已陆续展开

新华社北京 6月 2日电 6 月 2 日，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

旨演讲。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出担负起新时代

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

号召，为中国文化建设指明了目标方向。

在座谈会召开一周年之际，重温习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深 入 学 习 领 会

习 近平文化思想，共同交流学术研究成

果，很有意义。

与会嘉宾表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贯

通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是波澜壮阔

的历史进程，也是催人奋进的目标愿景。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增强担负新时

代文化使命的责任感紧迫感，增强文化自

信，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传承

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推出更多熔铸古

今、汇通中西的学术成果，更好推动学术

和文化繁荣。要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

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不断开辟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提升学

术创新能力，立足中国田野、研究中国实

际、发展中国理论，汲取国外有益学术成

果，培育高水平社科人才队伍，加快建构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会前，与会嘉宾参观了中国社会科学

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

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工作回顾

暨科研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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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百个“身边的科学小实验”、共

建百个“一平米博物馆”、培养百位“未

来博物馆馆长”、百本科普好书推介、百

位青年科学家进校园、“科学好问题”线

上征集……5月31日，2024年上海科技

节闭幕式在上海自然博物馆举行。在

这场特别的闭幕式上，并没有宣布闭幕

的环节，而是发布并启动了青少年科学

启思系列活动。上海将通过系列活动

持续激发青少年科学好奇心和求知欲、

培育青少年科学思维，以高质量科普全

面支撑高质量科技创新。

2024年上海科技节于 5月 18日—

31 日举办，以“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为

主题，重点围绕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弘

扬科学家精神、科普为民、科普惠民以

及加强青少年科学教育等内容开展，

共设开幕、会议、开放活动、赛事、媒体

科普、闭幕等 6大板块、2000余场专题

活动。

2024 年上海科技节启动仪式上，

老中青三代科技工作者走上了上海首

创的“元宇宙”科学红毯，带领观众走

进为每一位科学家打造的专属元宇宙

科学世界。此外，2024 年上海科技节

还举办了主题为“创新·传播·融合”的

第三届上海科技传播大会，包含了主

旨大会、科创教育分会、健康科普分会

和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分会等，邀请

国内外知名专家代表，深入探索科普

融合发展路径和方法。同时，上海市

共有近 300 家科普基地开展科技节特

色科普活动，其中近 50 家科普基地开

展票价优惠活动。

据悉，青少年科学启思系列活动

中，上海科技馆将推出 100 个“身边的

科学小实验”线上线下学习项目，馆长

亲自动手并邀请科学家带领公众感受

科学实验的魅力。在上海市科委与市

教委的支持下，基于科创校长空间站平

台，上海自然博物馆将在全市推出 100

个“藏品进校园之一平米博物馆”。“一

平米博物馆”依托该馆的丰富馆藏，以

场景化、主题化的方式，利用校园空间

打造小、微、精的科学探究主题展。

2024年上海科技节圆满收官
系列活动持续激发青少年科学求知欲

◎本报记者 王 春

“希望‘种子’精神代代赓续。”湖

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定阳郑

重地把一束“超级稻”稻穗交到广州市

黄埔军校纪念中学学生代表手中。5

月 30 日，在第八个“全国科技工作者

日”，位于广州黄埔区的隆平好种子精

神传承馆正式开馆。

隆平好种子精神传承馆位于广东

省重点农业农科产业园——隆平院士

港，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亲自

选址和题名的。走进传承馆，一颗 6

米高的“黄金稻米”艺术造型映入眼

帘，种子外围的双螺旋形态，寓意着杂

交水稻的原理。“禾下乘凉梦”与“杂交

水稻覆盖全球梦”两个主题浮雕，生动

再现了袁隆平生前的两个梦想。

袁隆平一生践行“人就像种子，要

做一粒好种子”的“种子”精神。他培

育杂交水稻是一个艰辛的历程，团队

进行了无数次育种试验，均以失败告

终。直到发现一株花粉败育的野生稻

“野败”，袁隆平构想的“三系法”杂交

水稻育种才有了突破口。

“100 次实验中，有一次成功就很

好了。”袁定阳和广州市黄埔军校纪念

中学学生分享道，“这启发我们做事一

定要目标明确、敢于探索、仔细观察、

永不放弃。”

袁隆平的“种子”精神，引领着中

国杂交水稻技术创新发展方向，影响

了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

“与袁老共事相处，我时刻受到

‘种子’精神的感染与激励。”中国工程

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黄埔创新研究

院院长罗锡文回忆起袁隆平“飞机授

粉”的创新故事。

“飞机授粉”在国际上有先例，但

我国一直没使用。袁隆平是提出该想

法的第一人。2012 年 4 月，在海南三

亚，袁隆平找来两架无人机试验，证明

了四级风最有利于水稻赶粉。之后，

在湖南的实验基地，袁隆平用飞机赶

花粉代替人工赶花粉，测产产量比之

前高出了 13.4%。

“之后在插秧、授粉等方面，我们

两个团队继续合作了七八年之久，取

得良好的效果。”罗锡文说。

“袁老师生前只要不出差，几乎每

天都要到科研试验田看看新品种、新

方法、新技术在田间的效果。他经常

告诫我们，‘种田无小事’，电脑里是种

不出水稻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隆平

农业科技黄埔研究院理事长柏连阳

说，“三年来，我们以‘种子’精神逐梦

前进，不断取得科研新突破。”

2023 年 10 月，隆平农业科技黄埔

研究院团队在四川德昌率先突破水稻

单产 1200 公斤，实现了袁老的未竟之

愿；在黄埔区连续两年实现了“双季稻

亩产 3000 斤”的超高产攻关目标；率

先在贵州黔南州长顺县突破机收亩产

1000公斤目标。

“不管经历多少风霜雨雪、严寒酷

暑，还是艰难险阻，我们要直面成长中

的种种困难，像种子一样努力向上生

长，这就是‘种子’精神。希望青少年

永继传承‘种子’精神。”袁定阳胸前的

稻穗胸针，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主办方表示，传承馆将成为怀念

隆平院士、传承“种子”精神、接力隆平

梦想的文化新地标，也是黄埔区高质

量推动“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工作

的新起点和新高地。

让“种子”精神代代赓续
——隆平好种子精神传承馆开馆侧记

科技日报无锡 6月 2日电 （柳鑫
孙嘉隆 实习记者李诏宇）2 日，记者从

江南大学了解到，日前由江南大学未来

食品科学中心陈坚院士团队、浙江远江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嘉兴未来食品研究

院完成的“高品质植物拉丝蛋白制造关

键技术与产业化”项目，在浙江省嘉兴

市通过了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组织的成

果鉴定。

“目前，基于该项目研究成果，我们

已建成年产 3 万吨的植物拉丝蛋白生

产线，实现了不同规格拉丝蛋白定制化

制造，开发出符合中国消费习惯的植物

肉粽、休闲素肉等产品。”陈坚说。

相关专家介绍，植物蛋白肉相较

传统畜牧养殖生产肉类，具有许多优

势，利用挤压植物蛋白获取组织化拉

丝蛋白，可获得接近动物肌肉的纤维

结构。

植物蛋白肉的重要功能之一，是

提供高品质蛋白质。然而，目前拉丝

蛋白多以大豆、小麦为来源，由于蛋白

原料氨基酸组成不完全，且存在豆腥

味，导致拉丝蛋白的营养价值和消费

者接受度受到一定限制，亟待通过对

植物蛋白原料优化组合、改性修饰技

术方法进行升级，改善拉丝蛋白普遍

存在的结构松散、营养不足、不良异味

等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该项目科研人员创

制了酵母蛋白与大豆蛋白双蛋白挤压

工艺，明确了挤出过程蛋白结构变化与

消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优化了必需氨基

酸组成并提高了供给量，改善了大豆拉

丝蛋白营养品质；基于萌发大豆一步法

挤压处理技术，开发了增鲜低豆腥型大

豆拉丝蛋白；进一步拓展了植物拉丝蛋

白原料并改善加工适应性，开发了环境

友好型干法气流分级技术，保留了豌豆

蛋白天然结构和完整组分，建立了酶交

联挤出联用技术，提高了豌豆拉丝蛋白

纤维结构；建立了固态发酵技术，去除

了鹰嘴豆抗营养因子，改善了鹰嘴豆拉

丝蛋白结构及营养品质。

该项目鉴定委员会由中国工程院

院士、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资源挖掘全

国重点实验室主任谢明勇担任主任委

员。鉴定委员会专家听取了项目汇报，

考察了生产现场，审阅了相关资料，经

质询和讨论后，一致认为项目成果围绕

蛋白优质、营养丰富、质构拟真、风味优

良、色泽相似等方面的产业需求，助力

植物基食品高质量发展，有效推动了大

食物观落地落实。该成果整体技术处

于国际领先水平。并建议进一步加大

推广应用力度。

年产3万吨植物拉丝蛋白生产线建成

◎本报记者 叶 青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日电 （记者

马爱平）记者 2 日从中国农业科学院油

料作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油料所”）获

悉，在山东东营黄河三角洲国家农高区

（以下简称“黄三角农高区”）“环渤海耐

盐碱抗寒抗旱油菜新品种观摩会”现场

当日传来好消息，黄三角农高区盐碱地

首次迎来油菜丰收。

“甘蓝型油菜具备高产、优质、抗

病、抗倒等突出优势，已占据我国油菜

种植面积的 90%以上。但长期以来，环

渤海地区主要种植的是我国传统的白

菜型油菜，能在北方寒旱盐碱区安全越

冬的甘蓝型油菜品种仍旧缺乏。”油料

所研究员王新发告诉记者。

为此，中国工程院院士、油料所油

菜遗传育种团队首席科学家王汉中团

队联合华中农业大学、河北省农林科学

院旱作农业研究所等单位进行科技攻

关，培育出兼具高产优质、耐盐碱、抗寒

抗旱和适宜机械化等特性的甘蓝型油

菜新品种“中油 351”。此后，在 2021—

2022 年度河北省强耐寒油菜区试中，

“中油 351”亩产量达 249.07 公斤，含油

量达 45.14%，比当地白菜型油菜产量增

加 42.96%，产油量增加 52.89%。

“此次在黄三角农高区种植的 50

亩连片示范油菜新品种‘中油 351’，在

经 历 苗 期 持 续 低 温 、最 低 温 度 突

破-17℃和春后累计降雨仅 25 毫米左

右的情况下，机收实收亩产菜籽 246.65

公斤，达到了长江流域油菜主产区高产

水平，打破了甘蓝型油菜在环渤海寒旱

盐碱地不能越冬的限制。”王新发说。

利用盐碱地扩种油菜是发展盐碱

地生态经济、增强我国油料供给保障能

力的重要途径。据专家估算，我国环渤

海及北方适于油菜生产的盐碱区面积

达 1 亿亩，以我国当前油菜平均亩产

142.7 公斤、平均含油量 44%计算，加大

耐盐碱抗寒旱高产优质油菜新品种的

推广应用，每年可增加菜籽油供给约

628 万吨，可使食用植物油自给率提高

约 18个百分点。

黄三角农高区盐碱地首次迎来油菜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