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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 曹丽茹

为小麦安全高产上“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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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一望无际的麦田边，平原示范区原武
镇季丰农业合作社负责人申继锋已经开始计
划麦收后水稻种植问题。

“今年想种植发展优质的香米品种，专门
咨询了钱前院士的团队，他们会帮助我遴选更
适合本地种植的优质品种。”申继锋笑着说。

院士指导农民种地，这是种了20多年水稻
的申继锋不敢想的事情。梦想照进现实，申继
锋与钱前院士的相遇源自中原农谷建设。

钱前，水稻分子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崖州
湾国家实验室副主任。

自从中原农谷开建后，中国农科院与河南
省政府共同建设中原研究中心。12 余支科研
团队开展种业科学、智慧农业、农业资源保护
利用等关键核心技术研究。钱前院士就是中
原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我是农民的孩子，在我记忆中，父母播种、收获都是看天吃饭，遇到天灾束手无
策。怎样才能让农民掌握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技能，让农民省钱、省力、省心呢？

从事农业科技工作以来，我感到肩上的责任很重。现在，我要带领着神农种业实
验室玉米创新团队，和团队其他年轻人一起，手拿“新农具”，给种子写代码、让田地长
出“芯片”。

产品既要高产稳产，又要品质好，都要从种子的研发上去做文章。传统育种鉴定
材料主要是通过眼睛去看，而现在我们可以用基因编辑的手段，把无抗病的这一段序
列给敲除掉。筛选一个种子并不容易，因为一个好种子，需要在上万个组合里面筛选
出来一些好的，然后在各个地区进行多年的测试。如果有一项指标不符合了，是不能
在农业生产中去用的，意味着前期的工作全部作废了。只有抗旱、耐高温，并且抗多
种病害的优质品种，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神农种业实验室成立，给年轻人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像我也可以拿到多个国
家级和省级项目。我可以全身心地围绕着我国玉米产业发展重大需求，开展抗逆机
收玉米种质创新、高效育种技术研究、新品种选育及示范推广工作。

农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农业科技的高质量发展，科技需要转化为生产力应用到
实践中去，才能真正实现它的价值，成为引领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希望能够把好的

“芯片”种进广袤田地，实现从经验育种到定向、高效、精确育种的转变，大幅提高育种
效率，努力打造玉米生物育种技术新高地。

稻农与院士的邂逅，冰草与小麦的结合，将
孕育出怎样的奇迹与梦想？

正是春和景明时，母亲河畔草长莺飞，中原
农谷拔节生长。

中国碗要装中国粮，中国粮要用中国种。从
国字号省字头高能级创新平台，到拥有世界一流
的智能温室和人工气候室，从小麦、花生一年完
成多代繁育，到5个作物新品种入选农业农村部
主导品种，从汇聚74家种业企业，到小麦单品种
接连打破国内转让价格纪录、花生刷新全国高产
纪录，一系列标志性工程、原创性成果，无不源于
科技创新的加持。而这一切的一切，在于以院士
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工作者，怀着“国之大者”，
把论文写在乡野大地上，把智慧挥洒于山河相拥
处！

冰草是一类常见的野草，生命力极其顽
强，具有优秀的抗旱、抗寒、抗病性。让小麦也
能具有冰草那样顽强的生命力和高产能力，这
是我国科研工作者攻坚克难、勇攀科技高峰的
成果。

在位于中原农谷的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
研究所的实验基地里，有数十种小麦和冰草杂
交而成的小麦品种。科研人员突破了“小麦—
冰草”远缘杂交世界难题，创制出小麦优异种
质材料，为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
可控、端牢中国饭碗注入创新力量。

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农业底蕴积淀深厚，
新乡是我国南北物种交叉种植和繁育的最佳
试验场所。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三顾茅庐”的
诚意，中原农谷广邀天下才，吸引“国家队”纷
纷入驻，院士们纷至沓来。

他们都迷恋这里的泥土芬芳，他们都愿尽
施毕生所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在病虫害绿色防
控方面的指导，让宏达集团这个老企业焕发新
颜，不断成功研制并推广应用各种农业科技产
品。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武及团队历经 20 多
年持续研究，首创了花生提质固氮减损增产
ARC耦合技术，示范田花生每亩增产20.37%。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新友率队的神农种业
实验室，组建了 5支核心研发团队，围绕小麦、
玉米、花生、芝麻、畜禽等优势领域开展攻关。

得知自己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前一天，
神农种业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康相涛带着团队，
正在原阳县河南农大家禽种质资源场进行现
场选种。

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神农种业实
验室、中原研究中心，“国家队”携手重点实验
室、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种业企业，建立了优
势创新资源共同参与、产学研协同的种业创新
体系。

目前，中原农谷共入驻省级以上科研平台
53 家、专家团队 39 支，高水平种业人才达 311
人，与吴孔明、张新友等 14名院士建立了合作
关系。

过去的一年，科研上，我们完成偃麦草与小麦结合的基因测序，并取
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我们将抗赤霉病的几组小麦基因，与高产基因结
合，培育出了新品种，使得高产小麦不再受赤霉病的困扰。团队在云南
搜集到了很多小麦材料，其中就有抗低温基因的，计划与河南高产小麦
品种结合，这样杂交出来的小麦将不再惧怕“倒春寒”，为小麦的安全、高
产再上一层“保险”。

我们不断将最先进的技术、最硬核的小麦基因聚合在一起，为河南
小麦、中国小麦不断增产提质贡献科研力量。

目前，河南已形成中原科技城、中原医学科学城、中原农谷“三足鼎
立”科技创新大格局。其中，中原农谷就是河南打造农业强省、扛牢粮食
安全重任的一个重要抓手。我省地处中原，农耕文明悠久，粮食作物丰
富，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素有“国人粮仓”美誉。中原农谷位于北
纬 35度，农作物资源种类丰富，光、热、水、气资源充足，气候条件适宜，
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原阳大米、延津小麦享誉全国，是南北农作物品种
交流、黄淮海地区育种繁种、开展农业科研的优势区域。

我们的实验室距离中原农谷很近，在中原农谷内也有布局，力争为
中原农谷建设贡献更多力量。也希望汇聚新乡、全省乃至更多的力量，
加快建设中原农谷，让中原农谷的建设不仅服务于河南，未来更将服务
于全国，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玉米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总产量最高、增产潜力最大的作物，河南
省玉米常年种植面积 5700万亩以上，但平均单产徘徊在 400公斤左右，
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较大的增产潜力。提高玉米单产对粮食产能提
升具有重大意义，这也是我们团队开展科技创新的动力。

藏粮于技。我们“黄淮海夏玉米高产栽培与品质生理”团队是中国
农科院中原研究中心12支科研团队其中之一。团队根据河南玉米生产
中出现的种植密度低、管理粗放等问题，潜心研发了“黄淮海夏玉米密植
滴灌抗逆稳产技术”，并被遴选为河南省的主推技术。

2023年，该技术在全省20个示范县推广面积超过70万亩。在不增
加水肥投入的前提下，各地的技术实施区较周边农户单产平均增加100
公斤—200公斤，新乡地区的增产增效更为明显。

备受鼓舞的我们干劲十足。今后，团队将立足河南省玉米主产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经济主战场，聚焦玉米产能提升的目标，以“黄
淮海夏玉米密植滴灌抗逆稳产技术”为支撑，通过“田间课堂”进行生产
全过程的现场观摩、技术培训和辐射带动，实现良种、良法、良制、良田、
良机和良人的有机融合，提高玉米生产能力。希望到 2025年全省推广
应用 3000万亩，示范区玉米单产提升 150公斤以上，实现全省玉米大面
积均衡增产，为河南省的粮食产能单产提升作出科技贡献。

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去年水稻种植期，钱前院
士团队系统梳理黄淮海地区的水稻新品种，在中原
农谷依托种粮大户申继锋，布设了黄淮海区域 58个
新品种的品比试种，以期选育出高产优质水稻新品
种，推动“原阳大米”的品牌和产业升级。

“原武镇是‘原阳大米’的核心种植区，中国农科
院科研团队会为‘原阳大米’品种更新换代，重现‘天
下第一米’的盛景。”申继锋说，去年 11月，在中原研
究中心主办的优良水稻新品种食味品鉴会上，钱前
院士说的这番话让他对于未来发展信心倍增。

中原农谷，实现了院士和农民的直接对话。
能面对面得到专家的指导，对于种业企业更是

如同甘霖。河南金蕾种苗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公
司邀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小麦育种专家
茹振钢教授为技术顾问，每年为公司员工和当地老
百姓开展技术培训20余场次，为农民朋友排忧解难，
调动周边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为公司发展提供了强
大的科研后劲。

拥有世界一流的智能温室和人工气候室的国家
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神农种业实验室，可不受季
节、气候、地域等限制全年开展作物育种、表型、病理
学等研究，中原农谷的硬核科技含量对于每个在科
研道路钻研探索的年轻科研工作者来说都是巨大的
诱惑。

“神农种业实验室实验设备先进，给我们年轻人
提供了优质的平台和机会。”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
研究所副研究员、神农种业实验室玉米创新团队骨
干成员曹丽茹对此深有体会。

实验室还汇聚了国内外顶尖的农业科学家，给
年轻人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学习和交流机会。求“知”

若渴的曹丽茹一边虚心向顶尖大咖请教，一边全身
心投入到玉米育种技术的钻研中。

除了拿到了多个国家项目、省级项目，曹丽茹还
获得了科研资金支持。她和团队一鼓作气，培育多
个抗逆高产玉米新品种，并积极开展示范推广，取得
了一系列科研成果。

盖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人。这是种业人才
和中原农谷的“双向奔赴”。对引进和新当选的顶尖
人才给予600万元奖励支持，对成功上市的种业企业
奖励500万元，实施突破性新品种或重大发明专利推
广后补助……从金融扶持、人才安居到创新奖励、推
广补助等，中原农谷拿出沉甸甸的诚意，多方面给予
科研人才全方位支持。

顶尖农业科技大咖荟萃，为种业蓬勃发展提供
了肥沃土壤。在这个平台上，科研人员受到前所未
有的重视，可以尽情发挥专长，为土壤增加养分。

不仅要把人才引进来、留下来，中原农谷还为人
才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中原研究中心依托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中原管
理分院与河南农业大学农学院签署了研究生联合培
养基地建设合作协议。在豫高校有了更高层次的合
作交流平台，为我省农业科学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
新鲜血液。

创新平台，人才高地，大有作为。中原农谷“主
场”所在地的平原示范区借中原农谷建设“东风”，成
功举办 2023中原农谷国际种业大会、2023国际未来
农业食品百强·中原农谷大会、第六届高博会暨中原
农谷论坛，以及中原农谷北京、杭州、深圳、上海四次
闭门会等活动，签约重点项目 57 个，总投资 321 亿
元。

未来，我市还将加速集聚种业创新平台，大力
引育一流人才团队和种业龙头企业，加快构建“育
种中心+国家级省级重点实验室+若干平台+种业
企业总部”的种业创新组织体系，推动中国种业向
4.0迈进。

青年人才蓬勃成长青年人才蓬勃成长

让金黄玉米丰收满仓 我在中原农谷写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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