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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9月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努拉·迪萨纳亚克，祝贺他就任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

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斯里兰卡是传统友好邻邦。中斯建交 67 年来，两国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

间友好相处、互利合作的典范。我高度重视中斯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赓续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中斯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结出更多硕果，推动中斯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

多福祉。

习近平致电祝贺迪萨纳亚克
就 任 斯 里 兰 卡 总 统

新华社北京 9月 23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3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探月工程

嫦娥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探月工程成果凝结着我国几代航天人的智慧和心血，从一个

侧面展示了我们这些年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的显著成就，

充分展现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要在全社会大力弘

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进一

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起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李希出席活动。

上午 10 时许，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人民大会堂

北大厅，全场响起长时间热烈掌声。习近平等同大家亲切握

手，并合影留念。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年 6

月 25日，嫦娥六号完成任务后成功返回，我发了贺电。今天，

我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来看望大家，代表党中央，再次向大家

表示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指出，嫦娥六号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月球背面

采样，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是我国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

取得的又一标志性成果，是我国探月工程的重要里程碑。20

年来，探月工程聚焦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关，在科学发

现、技术创新、工程实践、成果转化、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丰硕

成果，走出一条高质量、高效益的月球探测之路，为我国航天

事业发展、为人类探索宇宙空间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

追求的航天梦。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我国一代代航天人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推动航天事业从

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实现历史性、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航天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习近平指出，外层空间是人类的共同疆域，空间探索是人

类的共同事业。探月工程始终秉持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合作

共赢的原则，“嫦娥”既是中国的、又属于全人类，为国际科技

合作提供了广阔舞台，为全球深空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

国力量。我们要继续敞开胸怀，深入推进多种形式的航天国

际交流合作，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完善外空治理，让航天科

技成果更好造福人类。

习近平强调，探索太空永无止境。希望航天战线同志们

再接再厉、乘势而上，精心开展月球样品科学研究，接续实施

好深空探测等航天重大工程，推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

应用全面发展，为建设航天强国再立新功。

随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观月球样品和

“九天揽月·探月工程二十年”成果展览。

李干杰、李书磊、张又侠、张国清、吴政隆出席上述活动。

实施探月工程是党中央把握我国经济科技发展大势作出

的重大战略决策。作为我国航天史上迄今技术水平最高的月

球探测任务，嫦娥六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

返回，为未来我国开展月球和行星探测奠定坚实基础。

习近平在接见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再接再厉乘势而上 加快建设航天强国
并 参 观 月 球 样 品 和 探 月 工 程 成 果 展 览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活动

9月 23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探月工程嫦娥六号
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这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9月 23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参研
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这是习近平等接见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摄

秋分时节，我国迎来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稻田泛起

金波浪，玉米饱满沉甸甸，棉花硕果累满枝……共同绘就了一

幅绚烂多彩的丰收画卷。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科技面貌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推动农业实现从“靠天吃饭”到“旱涝保收”，从

“人扛牛拉”到“机器换人”，从高投入、拼资源、拼消耗到资源

节约、环境友好、绿色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科技事业快速发

展，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3.2%，农作物良种覆盖率

超过 96%，主要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 95%，主要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74%，农业科技已成为保障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引领农业农村

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强劲引擎、根本动力和战略支撑。”农业农

村部科学技术司有关负责人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作物育种经历三次技术革命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我国作物育种领域经历了矮化育

种、杂种优势利用和生物育种三次技术革命，推动农业生产历

史性跨越。”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前告诉记者。

回溯至 20 世纪 50 年代、70 年代，我国科研人员先后育成

了“矮脚南特”水稻、“矮丰 3 号”小麦，开创了水稻、小麦矮化

育种的先河。

1973 年，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完成了三系法杂交水稻

的配套研究，以“汕优 63”为代表的杂交稻品种横空出世。此

外，20世纪 70年代的“中单 2号”玉米杂交种，凭借其广泛的种

植面积与长久的经济寿命，成为了我国玉米种植史上的里程

碑；而 90年代的“郑单 958”更是连续 15年保持最大推广面积，

续写了杂交育种的辉煌篇章。

自 20世纪 90年代起，我国又取得了转基因抗虫棉育种的

重大突破，成功培育出 168个新品种，实现了抗虫棉品种的国

产化。通过这三次育种技术革命，促成 5—6次我国作物品种

更新换代，促使粮食单产从新中国初期的 69 公斤/亩增加到

2023年的 389.7公斤/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完成了水稻、小麦、棉花、油菜、黄

瓜等重要农作物的全基因组序列框架图绘制，克隆了一批具

有重大育种价值的新基因。逐步构建了以基因编辑、全基因

组选择、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育种体系。转基

因抗虫棉自主品种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99%，水稻功能基因组

研究、转基因抗虫水稻研发国际领先。”上述负责人说。

农机装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我国农机装备领域实现了从无到

有、由小及大、从单一迈向多元的重大飞跃，极大促进了农业

生产效率的提升。

“20世纪70年代，我国农机装备初现雏形，以半机械化农具

为典型代表；步入 80年代，中小马力拖拉机、宽幅播种机、自走

式联合收割机等农机装备相继问世，覆盖了农业生产的更多环

节；及至90年代，大田深松机、水稻高速插秧机、蔬菜移栽机、粮

食烘干装备等高效专用装备应运而生，进一步提升了农业生产

效能。进入21世纪，农机、农艺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推动了

高效、智能、绿色农业装备的加速应用，开启了我国农机装备发

展的新篇章。”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说。 （下转第二版）

农业科技：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强劲引擎

全国单品种植面积最大的川贝母基地静待丰收，千年古

核桃树结出高品质核桃销往各地，高原鱼虾批量上市端上百

姓餐桌……近年来，在科技加持下，雪域高原传统藏药材种植

出新出彩，新兴水产养殖填补行业空白。

9 月，科技日报记者跟随“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主

题宣传活动采访团，走进西藏林芝、山南、昌都，在风景秀丽

的藏东南，见证科技赋能产业发展，雪域高原产业兴盛新图

景正加速绘就。

“药洲”地下育“珠宝”

西藏江南，“药洲”米林。

9 月的米林市邦仲联村云雾缭绕，群山环抱间，一座座现

代温室大棚错落有致。

走进温室，喷灌系统、智能温控监测装备一应俱全，田垄

上一簇簇川贝母早早进入“冬眠”状态，技术员黄明贵拿起小

铲子小心翼翼地往下挖，没几下，一团白白胖胖的川贝母就被

挖了出来。

“一年一根针，两年一匹叶，四年才开灯笼花。”黄明贵告

诉科技日报记者，川贝母是青藏高原特有植物，每年的生长期

只有三四个月，其余时间都在“冬眠”。

搞药材种植需要有耐心。去年种下的川贝母，要到 2026

年长成才能够产生经济价值。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但黄明贵

对前景充满信心，“米林生态环境优越，川贝母品质出众，一个

生长周期亩产至少 300斤，基地保底产出五六十吨。”

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并不冲突，在山林密布、耕地有限

的米林，发展林下药材种植无疑是当地政府因地制宜找到

的良策。

“我们通过‘基地+企业+集体+农户’的模式，与农牧民形

成长期的利益联结机制，截至目前，群众在种植基地务工 1.3

万多人次，人均增收在 3000元以上。”邦仲联村党委书记程攀

表示，通过发展林下种植，全村找到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

化的通道。

“雅砻”枝头结“佳果”

“你来不了西藏，但来自海拔 3200 米的古树核桃跨越千

年奔向你！”9 月下旬，西藏山南市加查县的千年核桃林喜迎

丰收，长江大学科技援藏团成员、副教授刘利平在微信朋友圈

晒出封装好的礼盒，为加查核桃“代言”。

西藏山南，史称“雅砻”。在山南市加查县，分布着西藏最

多的核桃古树群。这里的核桃皮薄、个大、肉质香醇。然而，

传统的核桃种植方式存在品质不一、管理粗放、产量不稳定等

问题，制约当地核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0年，刘利平和团队成员来到加查县。为了育良种、广

栽培，他们走村串户进行调研，耐心向藏族同胞推广技术。经

过近 4 年的努力，刘利平团队成功筛选出 6 株核桃优良单株，

并实现高原核桃的嫁接繁殖，建成近 120亩试验示范基地。

科技赋能，核桃产业向智能化、精细化发展。不久前，全

国首个智慧核桃大数据控制运行系统在加查县正式投运，核

桃种植实现数字灌溉、数字施肥、数字监控。

如今，加查县核桃年产量达到 1100 余吨，产值 4000 余万

元。加查县果热村农民扎西次仁说：“我们家有 6 棵核桃树，

一年能产 1000多斤核桃，每年能收入一两万元。”

（下转第三版）

科技赋能，雪域高原绘就产业兴盛新图景
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本报记者 何 亮 王 菲 都 芃 杨宇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