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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荒滩碱地，如今风吹稻浪。眼

下，在山东省东营市黄河口垦东片区，

轰鸣的收割机在稻田里往来穿梭，割

稻、脱粒一气呵成，金灿灿的稻谷从放

粮筒喷涌而出。经测算，其亩产量达到

1000余斤，达到了良田的亩产标准。这

意味着在短短的半年时间，“不毛地”就

变成了“黄金田”。

“这片地改良第一年就能有这么好

的收成，简直是个奇迹！”当地种植户王

大军捻着稻谷激动地说，多亏了青岛

大学的专家，他们通过科技手段将贫瘠

之地变为丰产沃土。

曾经，王大军口中的这片地，长期被

海水倒灌浸泡，干涸后的土地泛白龟裂，

土壤含盐量最高达 14‰，酸碱度接近

8.5。地碱水咸、土地贫瘠，农作物无法成

活，让1000余亩地成了沉睡的资源。

“盐碱地上难种粮”，成为当地农户

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如何唤醒沉

睡的盐碱地？今年 5 月，青岛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牛玉生教授团队与合作单位

一起，来到这片白茫茫的盐碱滩，开启

了改造之旅。 （下转第三版）

青岛大学：

让 沉 睡 的 土 地 破“ 碱 ”重 生

小小的种子，连着“国之大者”。湘

江之畔，创新的“种子”正在慢慢长大。

11 月 23 日—25 日，湖南长沙，细雨

霏霏，寒意微微。科技日报记者跟随

2024 年“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湖南主题

采访活动先后来到岳麓山实验室集聚

区、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袁隆平农

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近距离

观察和感受湖南省以推进种业科技自

立自强为目标，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

力，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实

干创新的热情。

汇聚英才，打造种业
人才高地

红灰相间的单体建筑错落有致，园

区绿地郁郁葱葱，这里是岳麓山实验室

集聚区。在这里，一粒粒种子正在悄悄

萌发；在这里，创新的“种子”也在奋力

生根发芽。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岳麓山

实验室是充分发挥湖南种业优势、做

强农业‘芯片’的重大部署，也是湖南

推动种业科技自立自强、打造具有核

心 竞 争 力 的 科 技 创 新 高 地 的 重 要 内

容。”岳麓山实验室省政府工作专班负

责人邵胜强说。

从空中俯瞰，岳麓山实验室集聚

区，好似一株挂满稻穗的水稻。

今年 9 月 7 日，袁隆平院士诞辰 94

周年之际，袁隆平院士生前所在的杂交

水稻创新团队入驻岳麓山实验室，成为

该实验室竣工验收后首个入驻的团队。

近年来，这个团队产出颇丰——全

球第一个大面积推广应用的镉低积累水

稻品种“臻两优 8612”，遇异常高温依然

表现良好，实现丰产增效；培育出优质抗

病耐盐杂交稻新品种“箐两优 3261”；实

施耐盐碱水稻“百、千、万示范工程”，示

范片亩产最高580.06公斤……

“依托岳麓山实验室良好的实验条

件和先进设备，我们的科研工作进度正

在加速。”杂交水稻全国重点实验室副

主任赵炳然研究员说，“袁隆平院士的

‘禾下乘凉梦’‘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在这里有了延续。”

目前，依托袁隆平杂交水稻创新团

队，以及 8 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等高水平

科技人才，岳麓山实验室已聚集了 230

余个团队 2000余人。

“有‘辣椒院士’之称的岳麓山实验

室主任邹学校带领团队建立了规模亚

洲第一、全球第二的辣椒种质资源库，

将小小的辣椒做成了千亿产业。”邹学

校院士的助手胡博文介绍，目前，团队

正在这里加快选育适合大面积推广的

辣椒新品种。

精准高效，“黑科技”
推动生物育种

生物育种已经成为当前农业育种

领域的一个战略高地。在位于长沙的

华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智生物”），记者目睹了生物育种“黑科

技”正在加速种质创新的步伐。

（下转第三版）

湘江之畔，创新“种子”撒向沃野
——湖南推进种业科技自立自强一线观察

近日，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

洋钻探船“梦想”号正式入列。我们既

振奋于这一“梦想成真”的骄人成绩，更

感怀于科研人员敢于有梦、全力逐梦的

精彩故事。

大洋钻探被誉为海洋科技的“皇

冠”。此前，全世界只有两艘大洋钻探

船，在过去的国际大洋钻探航次中，中国

多以“参与者”的身份出现，不仅需缴纳

高额费用，也无法自主组织航次。近年

来，随着深海探测和研究的深入，我国科

研人员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必须拥有

一艘自己的大洋钻探船！他们当然知

道，这件事情非常难，但面对国家所需，

就要敢于有梦，并下定决心努力去干。

有人说，搞科研，梦想是一切创新的

起点。“梦想”号是这样，“两弹一星”、杂

交水稻、载人航天、大飞机等也是这样。

有梦想，才会有持久的动力，才会有奋斗

的激情。“科技报国梦”，让邓稼先三十载

隐姓埋名；“禾下乘凉梦”，让袁隆平与水

稻结缘一生；“九天揽月梦”，将24名航天

员38人次送入太空……

敢于有梦，更要勇于逐梦。科学的

逐梦路上，没有披荆斩棘的勇气不行，

没有百折不挠的定力不行。“梦想”号是

首制船，无先例可循，且建造工程量是

现有海工船舶的 10余倍、科考船舶的数

十倍。项目团队不畏艰难、积极攻关，

啃下一块又一块硬骨头，突破 10 大类

5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使多方面的综合

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科学研究

的“无人区”，要实现“从 0 到 1”的突破，

离不开日复一日的“攻”与“啃”，需要承

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打击。和“梦

想”号一样，我们的原创成果和大国重

器，哪一个不是用坚持、毅力和汗水堆

积出来的？

当然，逐梦路上的攻坚克难，也离

不开集体的智慧、团队的力量。要看

到，“梦想”号成功的背后，是 150余家参

研参试单位的共同努力，是 12个攻坚小

组的协同攻关，是 3000多名建设者的日

夜奋战。在我国开展技术攻关，有新型

举国体制作保障，让我们能把各方面力

量资源统筹起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

灭战”。这是我们的独特优势，也是我

们不断取得科技新突破的一大法宝。

从“嫦娥”“天问”探索深空，到“蛟

龙”“梦想”走向深海；从量子通信的领

先突破，到 5G 技术的广泛应用……中

国科技工作者用创新改变了中国，影响

了世界。面向未来，我们有理由期待，

勇于逐梦的中国科技工作者，一定会书

写更多“梦想成真”的精彩故事。

勇 于 逐 梦 才 能“ 梦 想 成 真 ”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5日电（记者

付毅飞）11 月 25 日 7 时 39 分，我国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

火箭，成功将四维高景二号 03、04 星发

射升空，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

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获

悉，四维高景二号 03、04 星由八院抓总

研制，是中国四维新一代商业遥感卫星

系统的两颗高分辨率雷达卫星，均配置

高精度相控阵雷达载荷，可提供全天

时、全天候、高分辨率雷达影像，服务于

自然资源、城市安全、应急管理和海洋

海事等领域。

两颗卫星在轨运行后，将国际上首

次实现商业卫星的百米级自主严格回

归轨道与亚米级绕飞编队协同控制，可

简化卫星在轨操纵，开创商业卫星“自

动驾驶”新纪元。

四维高景二号双星发射成功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电 中 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一书阿拉

伯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

编》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辑，收录了习近平同志围绕中国式现代

化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该书阿拉

伯文版和此前出版的英文、法文、俄文

版，对于国外读者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

化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要求，深入了解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

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的人类

文明新形态、展现的现代化新图景，增

强国际社会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实现

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

现代化的共同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
论述摘编》阿拉伯文版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 11月 25 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案》，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

《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
案》全文如下。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决策部署，深入实

施全面节约战略，推动落实《中华人民

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加快形成切实

管用的粮食和食物节约长效机制，加

力解决粮食损失和食品浪费问题，制定

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牢固树立增产必须节约、节约就是

增产的意识，坚持久久为功、常抓不懈、

紧盯不放，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切 实 降 低 粮 食 和 食 品 损 耗 浪 费 。 到

2027年年底，粮食和食物节约长效机制

更加健全，粮食损失和食品浪费统计调

查制度、标准规范和指标体系不断完

善，粮食生产、储存、运输、加工损失率

控制在国际平均水平以下，餐饮行业、

机关食堂、学校食堂、企业食堂等人均

每餐食品浪费量明显下降，餐饮浪费得

到有效遏制。通过持续努力和全民参

与，推动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在全社会

蔚然成风。

二、粮食节约减损行动

（一）强化粮食机收减损。制定水

稻、玉米、小麦、大豆机收减损技术指引

和机收作业质量标准，推广集中育秧、

精量播种等技术，引导农户适时择机精

细收获。加快推动农机装备产业高质

量发展，加强农机装备创新研发，研制

适用于丘陵山区的轻简型收获机械。

实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推广购

置使用高效低损收获机具、粮食烘干机

及成套设施装备、履带式收获机等先进

适用农业机械。统筹推进区域农机社

会化服务中心和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

心建设，提升应急抢种抢收装备技术水

平和应急服务保障能力。深入实施专

业农机手培训行动，提高农机手规范操

作能力。

（二）减少粮食储存损失损耗。因

地制宜推广科学储粮装具，积极引导农

户科学储粮，逐步解决“地趴粮”问题。

深入实施粮食绿色仓储提升行动，稳步

推进绿色储粮标准化试点，推进现有仓

房升级改造，鼓励建设高标准粮仓。加

强政策性粮食仓储管理，加强绿色储粮

技术创新系统集成，推广应用绿色储粮

技术，促进粮食储存绿色优储、常储常

新。加强智慧粮库建设，利用信息化手

段推动政策性粮食承储企业降低储存

损失损耗。

（三）加强粮食运输减损。深入推

进铁路专用线、专用码头、散粮中转及

配套设施建设，推广专用装卸机械等粮

食运输设备，不断完善粮食运输基础设

施。加强粮食多式 联 运 技 术 创 新 应

用，大力发展粮食多式联运。围绕关

键时节、重要产区、重点物资，细化完

善粮食流通工作举措，减少运输过程

中的粮食损耗。发展规范化、标准化、

信息化散粮运输服务体系，探索应用粮

食高效减损物流模式，推动散粮运输设

备无缝对接。

（四）减少粮食加工损失。引导粮

食适度加工，合理确定粮食加工精度等

指标，提高粮油出品率。推动粮油适度

加工标准化，推广应用轻度磨皮、高精

度分筛等工艺，推广低温升碾米、柔性

碾米等设备。深入推动饲料粮减量替

代，充分挖掘利用杂粮、杂粕、粮食加工

副产物等替代资源，加强米糠、麸皮、胚

芽等粮油加工副产物资源化利用。推

动发展全谷物产业，促进粮食资源高效

利用。 （下转第二版）

中办国办印发《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案》

新华社北京11月 25日电 11 月 25

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同第二届中

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参展参会企

业代表座谈。住友电工、苹果公司、正

大集团、力拓集团、康宁公司、中国工商

银行、宁德时代、联想集团、TCL科技集

团、百胜中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

企业和机构负责人出席。

在座企业代表表示，中国市场是全

球产供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球互联

互通和创新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中国

致力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出台有力经济

政策，经济企稳向好势头不断巩固，创

新活力持续迸发，营商环境更为良好。

外国在华企业见证了中国取得的发展

成就，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看好潜力

巨大的中国市场，愿进一步扩大在华投

资，深度拓展在华发展，强化全球产供

链合作，实现开放共赢。

李强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表示，过

去数十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

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也逐渐壮大，促

进世界经济快速增长，各方都从中受

益。这充分表明，分工协作是社会发展

的必然选择，经济高效循环离不开要素

流动畅通，封闭没有出路、开放才是正

途。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一些保

护主义、泛安全化的行为还在损害全

球产供链，进一步推高企业成本，降低

经济效率，阻碍了共同发展。越是在

这样的时候，越要认识到全球产供链

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意义，越要凝聚加

强产供链合作的广泛共识，反对搞各

种形式的“脱钩断链”“另起炉灶”，坚定

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维护各方的

共同利益。

李强指出，中国是全球产供链的关

键环节，将继续以实际行动致力于维护

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今年以来，中国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我们将

继续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中国经

济持续向好，不断培育壮大新动能，扎

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为深化全球产供链

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复苏贡献更大力

量。我们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更强大的配套能力、更稳定的产能供

给，持续为全球产供链高效运转提供坚

实支撑。我们将着力加强科技创新和

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更好融入国际创

新合作，持续为全球产供链转型升级提

供强劲动能。我们将坚定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欢迎

更多外国企业来华开展产业合作，持续

为全球产供链合作拓展提供广阔天地。

李强表示，希望广大企业做全球产

供链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建设者，把握

时代潮流、顺应发展大势，继续坚定支

持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协

作，在产供链创新合作、绿色转型方面

下更大功夫，携手打造更加富有活力、

韧性和效率的全球产供链，实现企业更

好发展，助力各国共同繁荣。

吴政隆参加座谈。

李 强 同 第 二 届 中 国 国 际 供 应 链
促进博览会参展参会企业代表座谈

◎操秀英

11月24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拍摄的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展区。 新华社发

科技日报讯（记者宋迎迎 通讯

员臧阳）11月 19日，国网山东青岛市

黄岛区供电公司应用海底机器人巡

检海底电缆，为灵山岛居民冬季稳定

用电提供保障。

灵山岛是全国首个“负碳海岛”，

自 2020 年起，该岛便开始实施“煤改

电”清洁取暖，以降低碳排放。

图为工作人员将机器人投入海
中。 盛金钊摄

机器人上岗

海岛电力满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