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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这个春节，之江实验室高级研究专家李
楠楠在育种集装箱里见证计算育种技术的神
奇力量——把大豆新品种的选育时间大幅度
缩短。

1 月 26 日清晨，记者在之江实验室见到
了李楠楠。今年过年，这位来自河南的青年
科学家选择与家人在杭州团聚，大年初二就
回到了实验室的岗位上。

和平日里一样，李楠楠拐了个小弯，向东
走，来到了位于 11 号楼中央的 4 个大型集装
箱前。跟着他走进箱内，记者的眼镜片瞬间
起了一层雾——这里比室外要温暖、潮湿不
少。眼前两排绿油油的大豆苗长势喜人，一
下子让人忘记现在还是寒冬时节。

这些集装箱是实验室建造的“计算育种
验证试种装置”，外表相貌平平，里头却充满
科技含量。箱内的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
碳浓度等指标，均能通过进门处的一块面板
精准调控。李楠楠告诉记者，自然条件下只
能“一年一熟”的大豆，在集装箱里一年最多
能长4代至5代。

春节放假，大豆苗的生长却不等人。虽
说安排了专人定期浇灌、养护，但李楠楠总要
亲自来看一看才放心。

李楠楠介绍，4个集装箱里一共种着200
多个不同品种的大豆，都是科研人员在东北
的试验田里精心选育出来的。“我们希望在可
控的实验环境下，进一步研究它们的优良性
状和关键基因，破解大豆耐盐碱的密码，培育
出耐盐碱的新品种。”他说。

育新种的目的，是为了守住种质资源这枚
农业的“芯片”。“中国是大豆的消费大国和进
口大国，目前国内大豆85%以上依靠进口。”李
楠楠说，如果能培育出更高产的品种，或者利
用贫瘠的盐碱地扩大种植面积，就能提高大
豆产量，实现“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李楠楠拎起一盆盆大豆苗，向记者展示
它们之间细微的差异：有的刚刚长出花苞，

有的已经结出豆荚；有的花是紫色的，有的
花是白色的；有的叶子是尖的，有的叶子是
圆形⋯⋯每一种性状都有着特殊的含义，

“比如，开花过早意味着营养积累不足，豆荚
就会偏小；圆形的叶片受光照面积更大，光
合作用的效率就会更高。”

科学家们采集大豆的各类表型数据、
基因数据和生长环境数据，将它们输入计
算机模型。同时，他们开发人工智能算法进
行分析，从而预测出最耐盐碱或最高产的组
合 —— 这 便 是 被 称 为“ 育 种 4.0”的 计 算
育种。

大豆约有6万个基因。如果使用传统的
杂交育种手段，一个大豆新品种平均需要 6
年至10年才能诞生。但在之江实验室里，依
托“智能计算数字反应堆”，科学家们能够将

这一时间缩短到1年至2年。
在粮食安全保卫战里，争取时间就是争

取胜利。在过去的一年里，之江实验室的大
豆计算育种团队，无时无刻不在与时间赛跑。

李楠楠的思绪飘到了一片片试验田里。
从去年 4 月起，研究团队在之江实验室大豆
计算育种团队负责人、中科院大豆分子设计
育种重点实验室主任冯献忠的带领下，在全
国布局了 8 个试验点，种植面积 2000 余亩。
播种之后，他们每个月都要进行实地采样，7
月和 8 月的开花授粉期、10 月的结种期更是
数据采集的关键时期，团队往往全员出动，全
身心投入田间地头进行采样。

李楠楠表示，团队计划在今年底前完成
前期项目，得出基本的研究结论。

“的确需要争分夺秒，不过我还是非常有

信心的。”李楠楠说，春节期间，他有更多的时
间整理研究思路，专注于科研任务，希望在数
据分析工作上再加把劲，“不想浪费一丝一毫
的时间和经费，这可能是我们农业人勤俭务
实的天性吧！”

从集装箱里出来，记者又跟随李楠楠走
进旁边的一座大楼——这里是计算育种项目
新实验室的所在地。一楼的实验区域即将完
工，二楼的数据挖掘与开发区域和三楼的办
公区域已布置完毕，初具雏形。

“预计今年上半年，这里就能全部投入使
用。”李楠楠快步穿梭在楼层间，踩着吱呀作
响的装修木板，向记者介绍新实验室的布局，
语气中难掩兴奋。

去年，李楠楠亲历了大豆计算育种项目
许多个“从无到有”：组建团队、搭建实验平
台、购置实验设备、推进科研课题⋯⋯用他的
话说，时间在忙碌中过得飞快，他甚至有些

“后知后觉”。
接下来，有太多新变化、新动向值得期

待。李楠楠告诉记者，新实验室将引进先进
的表型数据采集系统和高通量的基因分型系
统。此外，他们也正和之江实验室的机器人
团队合作，研发更为自动化、智能化的采集装
置。再往远说，大豆计算育种团队也将参与
计算育种核心技术和科技平台的研发与建
设，未来，他们的成果或将推动更多农作物育
种工作实现从“试验选优”向“计算选优”
转变。

谈到新年愿景，李楠楠首先想到的是整
个科研团队：“希望我们能圆满完成研究任
务，产出原创性、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不负团
队中每一位成员的付出和贡献。”

当记者追问起他的个人愿景时，李楠楠
又笑着补充道：“团队的愿望就是我个人的
愿望，实验室团队和个人之间，一直是相互
成就的。”

（本报杭州1月26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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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楠楠在育种集装箱内检查大豆苗的生长情况。 见习记者 涂佳煜 摄

本报舟山 1 月 26 日电 （记者 何伊伲
通讯员 任洁 共享联盟·定海 王晗璐） 26
日，天还没亮，站在金塘岛制高点，只见宁波
舟山港金塘港区大浦口集装箱码头灯火通
明、集卡穿梭。泊位上，“金星波罗的海”轮和

“马士基索菲亚”轮正在进行装卸作业，一派
热火朝天景象。

当天，大浦口集装箱码头 3 个泊位同时
作业船舶达 5 艘。与此同时，港区内 12 台桥

吊、30多台龙门吊、67辆集卡“火力全开”，在
调度人员和现场控制人员的指挥下，繁忙且
有序地进行吊装、运输作业。春节期间，港区
内 800 多名工作人员坚守岗位，24 小时作业
不停歇，全力保障物流链稳定畅通。

堆场内，来自世界各地的集装箱层层垒
起，一眼望不到头。40 多米的高空中，桥吊
司机屠诚诚熟练地操作各种按钮，控制着庞
大的桥吊。在他的操作下，一个个集装箱被

准确无误地放到指定位置。
桥吊效率是一座港口运行效率的关键指

标。屠诚诚告诉记者，不久前公司新引进的
7 台远程自动化桥吊全部“到岗”。目前，大
浦口集装箱码头远控桥吊、自动化轨道吊和
智能集卡总数已分别增至 14 台、28 台和 13
辆，初步形成规模化的远控自动化作业集
群。新设备的加持，令屠诚诚兴奋不已。“我
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希望箱量越来越多，港区

蒸蒸日上。”望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海面
上，屠诚诚说道。

近年来，宁波舟山港金塘港区货物吞吐
量和集装箱吞吐量逐年提升，目前国际集装
箱航线达 31 条。数据显示，今年 1 月以来，
金塘港区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4.6 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66.37%。眼下，该码头智能设备集
群持续迭代升级，正助力宁波舟山港在新征
程上实现新作为。

宁波舟山港金塘港区春节“不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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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民俗大戏、拍全村全家福、排经
典剧目、制作米糕⋯⋯春节假期，我省
各地纷纷推出特色活动，制作传统美
食，吸引游客体验，丰富群众生活，在
浓浓年味中欢度佳节。

景宁：沉浸体验畲乡文化

1 月 26 日，景宁畲族自治县大均
乡大均村的古街上，张灯结彩，唢呐高
歌，畲家阿哥阿妹载歌载舞，上演了一
场以畲族男女婚嫁为主题的传统民俗
大戏。游客扮作赤娘和赤郎，赤娘头
顶鲜红饰冠，为身穿凤凰装的新娘梳
妆打扮；赤郎经对歌、猜谜、敬茶等种
种考验后，帮助新郎顺利通关。现场，

“杉刺拦路”“借炊具”“抢鸡笼”等诙谐
有趣的迎亲环节，引来阵阵欢声笑语。

独特的婚俗活动是畲族人文历史
的缩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浓郁
的乡土气息。在大均乡，依然还保留
着相对原始、完整的婚礼风俗。春节
期间，乡里推出了鼓乐迎宾、畲家娶
亲、畲俗拜堂等畲族婚嫁体验活动，吸
引众多游客前来感受畲族传统文化。

新昌：拍张特殊的全家福

“快来看，全家福的照片冲出来了。”1 月 25 日，在新昌县
儒岙镇东山村，73 岁的村民徐万财叫上老伴，一起欣赏前不
久拍的整村全家福照片。当天，新昌县摄影家协会的几位会
员再次来到东山村，为村民送来了刚冲印出来的全家福照
片。

这一张全村同框的全家福年味十足、幸福洋溢。160 多
名村民齐聚村口，围着大红色围巾，笑脸被定格在镜头里。
对东山村村民来说，拍摄整村全家福已成为一件大事。据了
解，自 2018 年开始，该村每年春节都要在村口拍摄全体村民
的大合影。

东山村是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氛围浓厚，留有浙东游击
队主要领导部署马坑等战役会议遗址（上三户台门）、马坑等
战役落弹区、地下党员秘密会址、三五支队游击队员活动处

（银杏树洞）等 4 处革命活动遗址。近年来，当地推进新农村
红色基地建设，让老区村民奔向共富。

“能够为本村村民拍摄全家福，定格他们的幸福瞬间，同
时也记录下东山村的发展变迁，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东
山村乡贤摄影家徐乐安说。

秀洲：米糕飘香年味浓郁

1 月 26 日，在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虹阳村的彩凤糕团
店里，弥漫着稻米的香味，61 岁的老板娘阮彩凤正忙着制作
方糕。将糯米和粳米按一定比例加水混合、浸泡、沥干后打
磨成米粉，随后筛粉、分割、印上“喜”字、蒸糕⋯⋯随着阮彩
凤手指翻飞，方糕制作完成。

春节假期，到阮彩凤这里定制米糕的顾客很多，家住王
江泾镇区的沈先生专门开车十几公里赶来预订了100块红糖
方糕。“这里的方糕吃起来软糯、不粘牙，我们每年过年都要
买点。”沈先生说。

同样忙碌的还有油车港镇胜丰村的吴彩明。她做的糖
糕选用上好的糯米和粳米，能做出南瓜、紫薯、艾草、红糖、白
糖五种口味，深受周边居民喜爱。

在秀洲北部乡村，许多农户家里都有木制的米糕蒸笼，
仍然保留着春节做米糕的习俗。“糕”与“高”谐音，有吉祥的
寓意，在当地春节、婚嫁、乔迁等时刻，米糕扮演着重要角色。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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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集体采写

浙里过大年

本报义乌1月26日电 （记者 宋哲源 何贤君 共享联盟·
义乌 陈洋波） 26日午后，尽管还在春节假期，在义乌市江东
街道临江社区，已能看到社区干部奔走在街头巷尾。“部分商
户即将复市，我们要尽早做准备。”社区副主任龚洪洪一边和
记者搭话，一边忙不迭地为将要开张的商户装饰铺面。不远
处，社工们特地叫来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值班人员，现场商讨
如何执行最新的夜景装饰方案。

当天上午，这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潮流”社区，与商户、
消费者代表举办了一场“小巷茶话会”。怎样把社区的“夜经
济”做热、做大，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

“能不能加装氛围灯，弄个网红夜景？”“晚上酒吧经营和噪
音投诉的矛盾，社区能不能想办法协调？”这头，商户、消费者说
得火热；那头，社区党委书记王校校将提议记下，并逐一交流。
临江社区内的商铺，以各式咖啡馆、酒吧、西点屋为主，业态年
轻化，因此，夜生活成为商户们年后瞄准的“主阵地”。“服务好

‘夜经济’，让烟火气回归，也让信心回归。”王校校对商户们说
道，“请大家相信，我们会努力，让大家都有好生意！”

吸引更多商户入驻、让小巷“夜经济”从疫情影响中复苏，
是临江社区干部新一年最大的愿望。茶话会刚结束，社区便
组织一批干部，马不停蹄地研究起外摆及夜景装饰的提升计
划。王校校前往几家还在营业的咖啡馆，为春季的“咖啡节”
推广活动作筹备。繁忙的氛围中，社区干部们的“复工”，已经
早早开始。

咖啡馆老板朱先生告诉记者，他从社区的服务工作中受到
了鼓舞，希望新年有更多人加入，一起让小巷经济焕发活力。

义乌社区干部做好服务迎接商户复市

小巷茶话会 聊出新愿景春节假期春节假期，，武义县各景区迎来旅游高峰武义县各景区迎来旅游高峰。。在千在千
丈岩滑雪场丈岩滑雪场，，游客体验滑雪运动游客体验滑雪运动，，乐在其中乐在其中。。

拍友拍友 张建成张建成 李云升李云升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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