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3月13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刘伟 版式：潘泓璇 联系电话：0571-85311259 邮箱：lmb0808@8531.cn 深读 7

万年上山，世界稻源。
在浙江上山遗址里，陈列着一个

靠放大镜才能看到的小黑点——炭化
稻米，这正是养育人类、绵延万年的水
稻种子。

历史的荣光仍在，但现实更摆在
眼前：中国是种子资源大国，但不是种
子资源强国。一些作物和畜禽方面还
面临着种源“卡脖子”问题，大豆、玉
米、生猪等品种外部依存度较高，不少
蔬菜、花卉品种高度依赖进口。

从中长期看，中国的粮食产需仍
将维持紧平衡态势，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

正视差距，一场“种业翻身仗”早
已打响。

后发者，也有优势。
“我们虽然起步晚，但是育种界有

一种‘后发优势’，通过资源、技术整合，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做研究。”走进位于
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的隆平生物技术

（海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志伟向我
们展示了企业的“明星产品”—玉米

“LP007”。这是一个通过企业自主创
造的“多基因分子叠加转化体”转基因
技术，培育出4基因分子叠加抗虫抗除
草剂的玉米品种，已走出国门，在巴西
与转基因玉米强国产品同台竞争。

在袁隆平育成超级杂交籼稻后，
水稻育种界还有一个世界性难题——

“籼粳杂交”的禁区。杂交粳稻的育种
因为纯度不高、增产优势不明显而难
以为继。

但有人不服输。2005年，宁波农
科院院长马荣荣团队破解籼粳亚种间
杂种优势直接利用的难题，率先育成
籼粳杂交稻，为中国高产杂交水稻培
育开辟了一条新路。

还有走在更前面的。去年，华大
集团发布了原位捕获空间全转录组测
序技术“Stereo-seq”。“这就如同用
一台拥有全景视场、纳米级分辨率的

‘生命照相机’，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
度上，把水稻从播种到成熟整个过程
中，不同部位基因的位置、碱基序列、
表达功能统统‘拍下来’摸个透！”华大
集团董事长、联合创始人汪建说，这项
技术或将推动生命科学领域第三次科
技革命。

在南繁基地，我们欣然感受到：在
种业竞争的“超级赛道”上，与发达国
家相比，中国种业科创水平已从最初
的“跟踪、模仿”，渐渐步入“并跑、领
跑”并存的新阶段。

变局中，扛起担当。
“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种

业决定了百姓的“饭碗”端不端得稳，

更关系到国际竞争中一个民族的主
动权。

去年，大北农转基因抗虫大豆产
品获得阿根廷种植许可，迈出了构建

“种出豆进”商业模式的重要一步。“种
出豆进”，是指中国输出技术、国外生
产大豆、实现国内消费。在国家粮食
安全战略之下，这种模式有利于提升
我 国 对 海 外 大 豆 一 手 粮 源 的 掌 控
能力。

中国在世界种业的话语权正在不
断提升：世界种业竞争格局已呈“三足
鼎立”——以拜耳+孟山都为代表的
欧盟，以陶氏+杜邦为代表的美国，以
中化+先正达为代表的中国。

达则兼济天下。自1979年起，中
国杂交水稻远播五大洲近70国，为各
国粮食增产和农业发展作出突出贡
献，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
提供了中国方案。

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严峻复
杂。2022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
况》报告指出，2021年全球饥饿人口达
8.28亿，31亿人无力负担健康膳食。

命运与共、和衷共济，中国扛起担
当，愿继续同世界各国一道，为加快落
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建
设 没 有 饥 饿 贫 困 的 世 界 作 出 更 大
贡献。

而这份承诺的底气，离不开南繁
基地里常常灯火通明的一家家实验
室，离不开希望的田野上如秧苗般代
代接续的育种家。

行走在南繁基地的春天里，我们知
道，中国良种的故事，还将不断被续写。

未来，中国能答好的不仅是“谁来
养活中国”，还有“中国种子还会惠及
哪里”以及“谁来养活中国与世界”。

“看看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没有软肋
的国家，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

——习近平

21世纪，谁来养活14亿人？

去南繁，攥紧中国种子
潮 声丨执笔 来逸晨 沈烨婷 肖 未

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
1994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提

出一个疑问。
如今，21 世纪过去了五分之一，

“谁来养活中国”的诘问，正在被一个又
一个的数据直接回击：中国粮食产量连
续 8 年超 1.3 万亿斤，已成为世界第一
大粮食生产国和第三大粮食出口国。

谁来养活中国，虽是昨天的难题，
却也是今天和明天须臾不可松懈的重
大课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多农
业专家给我们指了一个方向——去南
繁基地，“一碗米饭下肚，它的种源超过
八成都经过那里的洗礼”。

南繁基地，并非地名。它位于海南
岛的最南端，北纬 18 度线以南，是 26.8
万亩国家科研育种保护区。自然造化

让这片冲积平原聚满光和热，也成为
14亿人“中国饭碗”最坚实的底座。

“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
才能端稳中国饭碗，实现粮食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南繁基地，为中
国种业创新发展谋篇布局。2023年中
央一号文件中，“农业强国”首次出现，
并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作为重
点工作单独列出。

三月伊始，我们从浙江来到海南南
繁基地，只见稻田青葱、棉桃吐絮、玉米
爆浆，优越的光温条件让这里已经孕育
了新一季作物。

南繁基地的春天，早就开始了。而
走进这个中国种业的前沿科创硅谷，我
们 寻 找 的 答 案 ，或 许 刚 刚 揭 开 冰 山
一角。

用仅占世界 9%的耕地，养活世界
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吃饭问题历来是我
国举足轻重的大事。

上世纪 50 年代，粮食曾是长期困
扰中国发展的因素，尤其是种业的发展
极为缓慢。中国种业先驱们比布朗更
早发现问题，并付诸行动。

1956 年，我国玉米杂交育种奠基
人之一的吴绍骙教授首次提出玉米“异
地培育”理论，拉开我国南繁理论研究
和实践探索的序幕。

从云南到海口，再到三亚，“南繁”
不断往南移，育种家们终于发现这个作
物育种繁种的天堂。冬季，利用热带优
渥的光温条件，将水稻、玉米、棉花等北
部夏季作物的育种材料带来这里，通过
加代繁殖和选育，提速育种进程，缩短
育种年限。

育种年限，对育种家而言就是科研
生命，一年多育种 1 次，科研生命就延
长1倍。

自此，“千军万马下南繁”，开始了。
一切回到吃的问题。
缺什么就育什么，差在哪就追上

去，这是老一辈南繁基地人最朴素的
想法。

1950 年，我国水稻平均亩产只有
141 千克左右。1968 年,袁隆平等人
第一次来到三亚进行水稻雄性不育性
研究。两年后，他们发现一株雄性不育
野生稻，打开了突破口。3 年后，袁隆
平完成了杂交水稻的创举，彻底改变了
世界水稻的生产。袁隆平生前多次说：

“杂交水稻的成功，一半功劳应该归功
于南繁。”

1972 年，青年李登海听说国外玉
米亩产达 2500 斤，而当时他家乡山东
的亩产才 300 斤，近 10 倍的差距！李
登海坐不住了，跑到海南，加入玉米育
种挑战赛。后来，李登海屡屡刷新中国
乃至世界夏玉米的高产纪录。

曾几何时，一颗西瓜良种的进口价
高达7元。1973年，吴明珠开始攻关，最
终实现了“北瓜南育”，选育出西甜瓜新
品种30多个，让中国人实现“吃瓜自由”。

不仅是餐桌上的难题，南繁育种也
一度拯救了国产棉花。上世纪90年代
初，棉铃虫在我国大爆发，棉花减产。
面对国家的忧虑、棉农的渴望、国外种
业的步步紧逼，郭三堆团队开始了一场
抗虫棉科研攻关“大会战”，使中国成为
第二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抗虫棉的
国家。

站在海南省南繁管理局的南繁基
地展厅里，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我
们面前徐徐打开。为了这颗萌动的种
子，还有一些人将生命的最后时刻留在
了这片挚爱的热土⋯⋯

大地不语，但这片热土生长出的成
千上万的硕果，都刻着他们的名字。据
统计，全国有近两万个主要农作物新品
种通过“南繁”获得，占全国育成新品种

的 70%以上，创造了一个个闻名全国
乃至全世界的农业“奇迹”。

步入 21 世纪，一切又回到吃的
问题。

多元化的社会拼图中，生活总是会
给科研人员带来永无止境的课题。

“我们瞄准了开发特殊功能稻米
的赛道。”33 岁的嘉兴市农科院年轻科
研人员杨海龙透露，眼下，他所在的团
队正利用分子标记辅助选育的方式，
进一步培育低谷蛋白功能性水稻新
品种。

谷蛋白是稻米的主要吸收蛋白，含
量约占总蛋白的 80%。然而，由于蛋
白质代谢机能障碍，肾病患者及糖尿病
肾脏病并发症患者为控制病情，必须限
制食用可吸收蛋白含量高的大米。为
了实现特殊群体的“米饭自由”，杨海龙
所在的团队已经为之奋斗了数年，并已
初见成效。

露天生长，沐浴光和雨露，这是大
众对水稻的普遍认知，但在三亚市崖州
湾种子实验室，一株名叫“小薇”的水
稻，打破了我们的想象。

这是由中国水稻研究所种质创新
团队经 10 余年攻关，获得的超矮秆水
稻品系，具有生长周期短、株型和生物
量小、空间利用率高等优势。不占用耕
地、可大规模栽种于植物工厂的“小
薇”，还曾随着航天员屡屡飞往外天空，
为未来的太空农业做着探索。

饭桌上除了主食还要有蔬菜。维
生素 C 是人体不可或缺的营养素，而
生菜是人们经常食用、含有微量维生
素 C 的蔬菜。大胆的育种家们构想，
如能培育高含量的“VC 生菜”，那人们
通过食用即可以获取更充足的营养，
从根本上避免坏血病以及其他相关疾
病的发生。

这种设想已逐步变成现实。在崖
州湾种子实验室，南方科技大学前沿生
物技术研究院院长朱健康带领团队，培
育出维生素 C 含量堪比猕猴桃的“高
VC生菜”。

陵水黎族自治县是我们此行不容
错过的目的地：来自浙江的中国水稻
所、省农科院、宁波市农科院、嘉兴市农
科院、勿忘农种业等近 20 家南繁单位
在此“会师”，共租下2000多亩试验田，
对自家的育种材料进行加代配组。

“现在江浙百姓喜欢又甜又糯的玉
米口感，如果加上鲜艳的颜色，那就更
受欢迎了。”这个月，省农科院科研员谭
禾平用时近 10 年选育而成的“红甜糯
18”顺利向农业农村部报审，预计年内
将通过国家审定。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
林”。60多年，60多万的“南繁候鸟”来
此开展科研育种，如今仍有全国800多
家科研机构和种子企业、8000 多名科
研人员年年南下，再带着收获的良种返
回，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开枝散叶。

“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这是我国最大的国
情。” ——习近平

2022 年，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
种面积占比超 95%，实现中国粮主要
用中国种。当“养活”不再成为一个难
题，育种家们开始聚焦如何“养好”。

最先改变的，是育种技术。
随着生物科技的迅猛发展，人们早

已认识到：或抗病，或丰产，或耐储⋯⋯
农作物每一个优良性状的背后，都是特
定基因的表达结果。

但在以基因编辑、分子标记辅助等
为代表的生物育种技术中，中国曾遇到

“卡脖子”难题——“基因剪刀”。顾名
思义，“基因剪刀”就是可以在特定的位
点切断 DNA 分子，而在 DNA 断裂之
后，细胞会对断裂位点进行修复，让育
种家手中的作物呈现出他们想要的改
良性状。

由于对这一关键工具缺少原创技
术和专利，我国诸多研究成果无法在农
业育种、医疗开发等领域进行大规模商
业化推广。

中国急需一把属于自己的“基因剪
刀”。

经过几年的努力，由朱健康领衔创
建的舜丰生物“杀出重围”，与中国农业
大学教授赖锦盛合作，打磨出两把“国
产剪刀”，而后又继续构建起“舜丰基因
剪刀大家族”。

“通过不断研发和优化，目前，我们
的‘剪刀’已经逐步可以与国际顶尖水
平媲美，并将相关专利掌握在自己手
中。”走进舜丰生物科技(海南)有限公
司，我们见到了一系列凝聚核心技术的

“基因剪刀”，副总经理赵昕笑着分享好
消息。

舜丰生物还与崖州湾科技城合作
搭建了基因编辑公共技术平台，目前共
有30位基因编辑研发应用的专业技术
人员常驻在此，为南繁育种的科研团队
提供技术服务支撑。

就像大海远行有了“导航”，我国的
育种工作也从“经验育种 1.0 时代”，到
以杂交技术为代表的“常规育种 2.0 时
代”，再到以基因编辑、转基因技术为代
表的“生物育种 3.0 时代”，并向着人工
智能、大数据信息技术加持的“智能化
育种4.0时代”前进。

正在打破的，是育种机制。
抵达三亚的第二天，我们就幸运地

赶上了一场引领国家种业创新的“揭榜
挂帅”。

锁定水稻、大豆等粮食安全战略作
物，为厘清其优良性状与基因资源之间的
对应关系，中国基因科技龙头民企华大集
团与实验室联手“张榜”，吸引了来自海内
外顶尖农业科研团队踊跃“揭榜”。

“在南繁基地，生物育种将迎来产
业化发展的春天。”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合作交流部负责人夏勉告诉我们。

长久以来，我国以做课题、发论文为
核心的育种研发，导致了科研与市场衔
接不畅。“科研题目，由企业出；榜单，由
实验室发布；攻关成效，由市场来评估。
项目成果归出题企业所用，但实验室作
为中间方，会保障挂帅攻关的带头人及
团队享受到科研成果的市场分红。”夏勉
说，实验室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促
成“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加速融合，如
今共有103个项目顺利立项。

“以前经常南来北往，现在直接在
海南完成实验。”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
副院长、棉花育种专家祝水金从 1982
年开始去南繁基地。老一辈人都吃过
当年的苦，“一边当农民，一边搞科研”

“躬身背麻袋，返乡路迢迢”。南繁基地
的困局也逐渐显露：缺乏平台设施和实
验设备，长此以往，就只是一个承载科
研劳作的基地，难以进一步发展成服务
国家战略的种子资源库、科研数据谷。

成立仅 1 年多的崖州湾种子实验
室承担起了重任——育种创新、监管服
务、合作交流。

崖州湾种子实验室，不是一个单独
的实验室，而是一系列实验室的集群，
是个开放性的种业科研平台。这里有
3000多台（套）崭新的高精尖科研仪器
设备，为种子进行全流程、多环节的检
测、分析和研究，通过网上预约，实现
24小时开放共享。

如今，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联手多个
院士专家团队、种业科技龙头，凭借自
主可控的关键技术，搭建重大种业科技
创新平台，目前已建成包括精准设计育
种中心、南繁作物表型研究设施等在内
的12个公共性、开放性科研平台。

在这里，一栋栋不起眼的小楼里，
揭榜挂帅，联手攻关，酝酿着一场静水
深流的变革。

“种源要做到自主可控，种业科技就要自立
自强。” ——习近平

在省农科院的陵水玉米试验田内，科
研专家正在观察玉米生长状况，准备安
排采收。 本报记者 沈烨婷 摄

在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的棉花田内，记者跟随科研人员了解棉花的育种工作。
本报记者 沈烨婷 摄

20世纪70年代，南繁制种丰收，各省正在抓紧装车运回（资料图片）。
海南省南繁管理局供图

20世纪70年代，南繁制种丰收，各省正在抓紧装车运回（资料图片）。
海南省南繁管理局供图

历年来的种业科研成果在南繁基地展厅里展示。据统计，全国有近两万个主要农作物新品种通过“南繁”获得，占全国育成新品种的70%以上。 本报记者 肖未 摄历年来的种业科研成果在南繁基地展厅里展示。据统计，全国有近两万个主要农作物新品种通过“南繁”获得，占全国育成新品种的70%以上。 本报记者 肖未 摄

在嘉兴市农科院的南繁水稻试验田内在嘉兴市农科院的南繁水稻试验田内，，科研人员正在进行每日的巡田工作科研人员正在进行每日的巡田工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沈烨婷沈烨婷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