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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前后，昼夜温差增大，空气湿
度减少，“东北粮仓”黑龙江的大规模秋
收开始了。此刻，在双鸭山市宝清县万
金山乡，67 岁的种粮大户袁玉琢迎来
了一个熟悉又特别的农忙季。

熟悉的，是殷实。金黄的稻田间，
数台收割机来回作业，一边粉碎秸秆，
一边收获脱粒。一旁的卡车同步前进，

“无缝”接收稻谷。
特别的，是期待。他所在合作社

的 7000 多亩地上，没有种东北常见的
稻花香、长粒香，而是一个糯稻新品
种——由来自杭州、建在宝清的中国
水稻研究所北方水稻研究中心，与浙江
禾天下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选育，取
名“中宝嘉糯”。

这片田里，卡车一满载，就要马不
停蹄赶往附近的五芳斋米厂。不久后，
这一车车新稻将变成一袋袋新米，经由

米厂侧门的货运铁路，直抵嘉兴。
宝清地处三江平原腹地，距哈尔滨

市550多公里，距浙江3000多公里。今
年9月初，中国水稻研究所北方中心作
为我国首个国家级北方水稻重大科研平
台，正式在此挂牌，目标正是提升北方水
稻科技创新能力，解决水稻生产“种源和
黑土地保护”等共性难题。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9月6日
至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考察时强
调，黑龙江要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
石”，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
量农业、品牌农业。

沿着这条跨越3000公里的“稻”路，
来自浙江的科研机构和企业“一路向
北”——如何共同守护“中国粮仓”，怎样
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牢？秋收时节，记
者踏上这条“稻”路，实地探访。

宝清县万金山乡方胜村人李中才
的500多亩地，与北方中心的试验田，
就隔一条水泥路。

在田间除草施肥时，他常能碰到
骑电瓶车“溜达”过来的科研人员。看
到老李的稻田有些状况，科研人员也
会从路边栅栏下“钻”过来，顺手“指
点”一番。

“你还别说，看着都是小年轻，但
水稻害了什么病，该用什么药，一瞅一
个准。”李中才说，熟络以后，他不时也
到对面试验田转转，打听打听新品种，

“这三百来亩田，名堂大着呢！”
种子，被称为农业的“芯片”，既因

它很大程度决定了作物特征品质，也
因它的研发培育难度大，需花费大量
时间和精力。比如，一粒水稻，有 12
对染色体，大约包含 40000 多个基
因。一个新品种研发，就是通过杂交、
分子选择等技术，从父系、母系稻中筛
选出所需遗传基因，再经 F0 代到 F7
代甚至更久的培育，整理出稳定性状。

北方中心的试验田里，满满当当
种着 10000 多个成熟的、不成熟的水
稻品系。“一个品系有时就结几绺穗，
毁了就得从头再来。”科研人员曹正男
说，若要从新品系，经审定升格为新品
种，还需在 1 年预备试验、2 年区域试
验、1年生产试验中全部表现合格。

为此，中国水稻研究所水稻生物
育种国家重点实验室还在宝清设立了
北方粳稻品种创新中心。千难万难之
中，北方中心累计培育新品系120个，
并筛选出米质达部颁优质二级米的寒
地抗倒早熟高产粳稻品系 12 个参加
区试。其中，“中宝嘉糯”表现很是
亮眼。

“整个合作社 7000 多亩地，我自
己种了 5000 多亩，一垧地（15 亩）估
摸能打 17000 斤稻谷。除了产量中
上，这个糯稻出米率高，口感也好。”袁
玉琢原先种稻花香，市场全靠自己跑，
如今和五芳斋签订单种“中宝嘉糯”，
销路再不用愁。

据测算，“中宝嘉糯”品种目前已

在宝清试验种植40000余亩。
告别老袁的糯稻田，记者来到八

五三农场第九管理区。北方中心农艺
师张明明，已等在农户孔立新的承包
田里。这里试验的，不是新品种，而是
新技术——寒地秸秆全量原位还田缓
释多效综合技术。

近年来，为培肥地力、杜绝焚烧秸
秆造成的大气污染，全国各地都在推
广秸秆还田。南方气候湿热，90 天左
右秸秆就能腐蚀 90%以上。但东北
地区天气干燥、冬季严寒，秸秆全部腐
烂需500天甚至更长时间。

这往短了说，造成第二年耕种时
秧苗插在稻草上等问题。往长了说，
秸秆一年积一年，还会破坏土壤结构。

针对该问题，北方中心成立后就
展开联合攻关，筛选了 0℃不休眠的
抗寒微生物菌肥，加速秸秆腐蚀，同时
能将甲烷、硫化氢等气体转化成二氧
化碳，平衡土壤酸碱度。

“秋收时把稻秆粉碎抛到地里，再
连着稻茬一起翻耕。来年种地，不用
请人补秧，连病虫害都少了。”孔立新
说，眼下，这项技术在田里试验了四五
年，算算人力、肥料等成本，每年每亩
能节约100元。

说话间，张明明弯下腰，连根带土
拔出一截稻茬，“瞅瞅这稻，割了两天
还带白根，说明生命力旺盛，这土黝黑
黝黑的，说明有机质含量很高，土壤孔
隙度增大、容重小、不板结、通透性好，
保水能力大大提高了！”

据介绍，截至目前，该技术已累计
示范推广30余万亩。此外，中国水稻
研究所研发的缓控式肥料、水稻精量
播种技术、叠盘暗出苗技术等，也在黑
龙江得到大面积推广。“用新技术改变
传统稻作方式，既是帮黑土地止损，也
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
动效益农业向质量农业转变的内在要
求。”曹立勇说。

一粒粒种子、一项项技术，相继落
到田野。这个跨越 3000 公里而来的
科研平台，也在黑土地上扎住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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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宝清的平均气温，比浙江约
低10℃，体感差距却不大。

从县城出发，公路两侧的地貌和风
景，倒是截然不同，这里大多为平原，偶
有低丘缓坡。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大豆
地、水稻田，交织出深深浅浅的黑色、褐
色、金色，连成万里沃野图。

行进七八公里后，地处县郊的北方
中心就到了。入目，先是两栋实验楼，
再是数个现代化玻璃大棚，门前是占地
303 亩的试验田。这一格局，与地处杭
州富阳的中国水稻研究所很像，也透露
出农业科研机构的独特气质。

然而，还未走近参观，北方中心主
任曹立勇先将记者引到了侧边一间不
起眼的平房，“2018年国家发改委批准
立项，2022年大楼竣工，其间我们一直
在这栋小房子里边建设、边科研、边产
出，这里是中心的‘前身’和‘见证’。”

那时，曹立勇最怕的不是条件简
陋，而是黑龙江的冬天，“零下二三十度
的气温，又不通暖气，真是天寒地冻。”
他担心，从南方来到北方，人都很难适
应，科研院所能闯出一番天地吗？

事实上，决定落到宝清前，中国水
稻研究所也遇到过“问号”。

第一个“问号”，要不要去北方？
作为综合性国家级科研平台，中国

水稻研究所于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在
杭州建立，着重解决稻作生产中的重大
科技问题。这些年，虽在海南、江西等
地建立分中心，并在东北开展了不少项
目，但“根子”始终在南方。

“科研必须坚持需求导向，农业科
研更要来自泥土、来自农民、来自产业，
要去一线解决实际问题。东北是国家
粮食稳产保供的‘压舱石’，黑龙江更是
第一产粮大省，光水稻种植面积就有
5000 余万亩。”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水稻研究所所长胡培松很坚定，无论服
务国家战略，还是提升自身科研实力，
都必须北上，必须去往“新战场”。

另一头的黑龙江，也亟须“国家队”
入驻。黑龙江省农科院生物技术所副

所长张国民说，以水稻产业为例，这些
年虽然年年丰产，却也面临品种同质
化、高产和优质难兼顾等瓶颈问题，依
靠地方科研实力很难解决，“比如育种，
南方籼稻和北方粳稻的远源融合，就能
很好帮助破解遗传基础狭窄问题。”

第二个“问号”，是不是选宝清？
曹立勇坦言，宝清距杭州 3000 公

里，没有机场，未通高铁，交通不算便
利。因此，中心选址时，他们曾考察过佳
木斯、牡丹江等地，这些地方从交通便捷
程度，到后期人才招引，条件都更优越。

但宝清，也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县
域耕地面积750余万亩，其中水稻种植
150 余万亩，接近浙江全省早稻种植面
积，还先后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等，素有“一个宝
清县，半个北大荒”美誉。

这意味着，一个新品种、一项新技
术若在宝清应用良好，大概率能得到黑
龙江各地认可和推广。

此外，与中国水稻研究所有紧密合
作的五芳斋股份有限公司，已将糯稻粮
仓建在了宝清。为加快国家级科研平台
落地，进一步推动农业现代化，宝清县还
大手笔拿出了108亩建设用地指标。

这一切，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2015年中国水稻研究所与宝清县人民
政府正式签约，2018 年北方中心获国
家发改委批准立项，并于 2020 年开工
建设，总投资1.37亿元。

“从智能玻璃温室，到科研仪器设
备，这里的配置在整个黑龙江都数一数
二。”北方中心副主任宁晓海原是宝清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全程参与了中心筹
建工作。他告诉记者，去年9月中心竣
工，但以曹立勇为首席专家的8名科研
人员组成的团队早已进驻，在宝清开展
基础研究、新品种培育、技术研发等，今
年还全职引进了东北林业大学教授薛
哲勇，柔性引进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沈
阳农业大学教授陈温福等专家。

一条跨越 3000 公里的“稻”路，已
然成型。

向北：去北大荒，去宝清

沈晶晶 章慧聪

不到黑龙江，不会对秋收感到如此
真切的震撼。

田是望不到边的，埂是笔直笔直
的，处处是金黄的水稻、壮实的大豆、比
人还高的玉米。有的已经收完，翻耕后
土地被太阳一照黑得发亮；有的正在收
割，机器来来往往，将一茬茬的稻变成
了一仓仓的谷。

宝清人惯用“池子”指代田地，但与
浙江人印象中池塘面积不同，这里随便
一个“池子”就是数百成千亩地。宝清
人也爱用“垧”和“吨”来计量收成，采访
中我们时时换算成“亩”和“斤”，再忍不
住感叹一番东北的辽阔。

亲眼看到万里沃野和秋收之景，我
们内心情不自禁涌现出一种踏实感、安
全感、幸福感。这大约是中国人基因里
对粮食、对收获的情感，由此我们也对
端牢“中国饭碗”有了更强烈的信心，对
黑龙江在保障国家粮食供给中的地位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们也深刻感受到农民种粮不
易。尤其种水稻，育苗、补秧、追肥、收
割、翻耕，件件都是活，事事要操心。在
八五三农场采访时，农户孔立新说不到
两句，就急匆匆回到收割机上——抢收
窗口期不等人。每个农民，甚至常年和
土地打交道的科研人员，无一例外，脸
晒得黑红。

今年是个丰收年，稻米价格也不

错，大家话语间都带着喜气。当然，也
有农户感叹粮价波动，像前年，稻谷收
购价每斤一块五不到。也有农户感叹
天时，以往北方少见的台风现在年年造
访，今年五常、尚志等地就遭了灾。相
比整个东北亿万亩耕地的大盘子，百万
亩的受灾面积不算起眼，但落到单个农
户头上，就是一年收成泡汤。

由此我们也对农业科研的必要性，
对北方中心设立的必要性，有了更深一
层的理解。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其中
一个内涵，就是要通过种业、农业生产
技术等的创新和发展，守护农民种粮的
积极性，守住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一路上，还有这样一幕让人感怀。
离开八五三农场赶往下一个采访点时，
带路的张明明突然刹车，走到路边，望
着前方两个翻耕过的“池子”感叹，“新
技术用了几年，这土就是比旁边的黑！”
这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和自豪。

对现在的北方中心而言，由于地
理、交通等多重因素，在人才招引等方
面还有一定难处。我们真切希望，更多
有能力、有情怀的科研人员能够奔向田
野、立足田野、扎根田野。

梦想，一路北上
记者手记

扫一扫 看视频

现在，或许可以让视线稍稍跳出田
野。这条连通南北的“稻”路上，有更多
新角色亮相。

其中一个，是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深耕智能装备、农
业物联网等领域 10 余年，目前已是国
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就在
今年8月，托普云农和中国水稻研究所
签约，共建“中稻—托普数字农业研究
中心”，推进植保领域病虫情智能监测
和防治产品研发推广等。

借此契机，他们拓市的步伐也来到
了宝清。“数字经济方面浙江一直走在
前列，数字农业技术也是我们的看家本
领。”托普云农东北市场部负责人告诉
记者，此前他们已与宝清就数字水稻方
向进行深度探讨，相信未来能为当地数
字农田建设、种业大数据管理等带来新
气象。

反过来看，黑龙江也是一片辽阔天
地。“在南方做数字农场最多几百亩地，
在东北随手一挥就是万亩起步，这是多
大的空间！”言谈间，该负责人展开
畅想。

双向赋能，同样适用于五芳斋。他
们的粮仓，是北方中心选择宝清的一个
缘由。因为中心的到来，五芳斋又进一
步加大在宝清的投入，开辟了发展新
机遇。

10 月中旬，在位于宝清县夹信子
镇的锦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采访时，记
者了解到，为开辟鲜食玉米产业链，五
芳斋相关负责人刚到此调研了糯玉米
种植、加工、销售情况。

这一消息，也得到五芳斋米厂副经
理李子豪确认。据他介绍，前些年，为
实现稻谷清选—去石—去壳—筛选等
全自动化生产，厂里新建了车间，老米
仓和旧厂房自此废弃，眼下正好能改成
冷库和加工车间，进驻玉米生产线。

不仅如此，浙江禾天下种业公司也
在宝清设立全资子公司，除了推动“中
宝嘉糯”订单式生产，今年他们还与北
方中心、黑龙江省农科院等合作成立种
业联合体，以加快新品种审定，加速科

研成果转化；浙江福来克斯技术有限公
司奔赴而来，目前他们开发的叶面肥在
宝清应用良好⋯⋯

“从‘农业大县’迈向‘农业强县’的
过程中，我们面临龙头企业不多、产业
链条不强等瓶颈。北方中心像一个棋
眼，吸引了一批浙江深加工企业、农业
科技企业到来，带动农业品牌化、生态
化、数字化发展。”宝清县副县长胡锋
说，浙江是宝清农产品消费的大市场，
宝清是浙江涉农企业发展的新天地，随
着南北往来更加密切、资源信息双向流
通 ，一 二 三 产 融 合 发 展 的 图 景 指 日
可待。

产业以外，改变的还有理念。
以农业科研为例，张国民告诉记

者，此前黑龙江省农科院等本地机构偏
向品种选育等应用型研究，育种技术相
对传统，而中国水稻研究所已在分子育
种、基因研究等方面开展诸多探索。

比如，曹立勇和团队通过多年基础
研究，培育了一份系统抗性处于超敏状
态的药用稻种质，当系统抗性激活后，
该种质的叶片和根茎分泌物中，抗生素
及抗肿瘤、抗抑郁等药用化合物成分含
量能成几十倍到几百倍增加。也就是
说，未来，除了食用，水稻或能作为原料
提取大量药物中间体，开创生物医药应
用新赛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
时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
质生产力。这些研究，毫无疑问打开了
我们的视野，也充分证明通过科技创
新，农业也能迸发新质生产力。”张国
民说。

就在东北的采访进入尾声时，记者
听闻一个消息，去年北方中心竣工时，
中国农科院黑河大豆研究中心也于同
期揭牌，旨在带动大豆种业和产业实现
跨越式发展。站在簇新的实验楼前，曹
立勇手指向右侧一片空地，“这是中心
建设时宝清特地预留的，我们期待更多
科研机构、企业、人才踏上‘稻’路，一起
扎根黑土地！”

期待：更多角色，更多机会

中国水稻研究所北方水稻研究中心及试验田中国水稻研究所北方水稻研究中心及试验田。。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中国水稻研究所北方中心落户黑龙江中国水稻研究所北方中心落户黑龙江，，为端牢为端牢““中国饭碗中国饭碗””开辟新平台开辟新平台——

跨越跨越30003000公里的公里的““稻稻””路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沈晶晶沈晶晶 章慧聪章慧聪

1010月中旬月中旬，，宝清县水稻开始大规模秋收宝清县水稻开始大规模秋收。。 拍友拍友 谭龙谭龙 摄摄

宝清县种粮大户李金锋向记者介绍水稻种植、收获情况。 本报记者 章慧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