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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陈 俊 褚晓亮
孟含琪

民以食为天。解决好十几亿人
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
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曾
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
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近日，习近平
总 书 记 在 吉 林 省 考 察 时 又 特 别 指
出，吉林要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
出位置，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

从东北黑土地到中原大地，再
到江南鱼米之乡，新华社记者近期
采访发现，各地正着力发展现代种
业，不断提升耕地质量，推进绿色
转型……中国人用沉稳有力的双手
托起中国碗，不仅吃得饱，还要吃
得好。

中国碗装更多中国粮

盛夏，黑龙江省海伦市自新农
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大豆田已经封
垄。合作社理事长付正武说，这大
豆品种是“东生 17”，正常年景亩产
量可达 400 斤，蛋白含量在 40%以
上。“东生系列”由中国科学院东北
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自主研发培
育，具有高产、高油、高蛋白、抗
倒伏等特点，已成为黑龙江省内许
多地区的主打品种。

近年来，我国粮食作物育种技
术不断突破创新，玉米、大豆、水
稻等主要粮食作物产量持续提高。

第三代杂交水稻 2019 年 10 月首
次 测 产 取 得 亩 产 1046.3 公 斤 的 成
绩，耐盐碱水稻 （海水稻） 稻作改
良试验面积增至万亩以上，2020 年
在全国推广超级杂交稻品种“超优
千号”千万亩以上……在袁隆平等
科研人员助推下，我国水稻良种培
育不断创新，产量屡攀高峰。

在世界三大主粮中，杂交育种
难度最大的小麦育种也在取得新突
破。在山西，历经 40 年钻研，山西
省运城市蓝红杂交小麦研究中心主
任冯树英团队成功育成世界独特的

“F 型小麦雄性不育系”品种。专家
组 评 价 ， 该 品 种 杂 种 优 势 十 分 明
显，为我国大幅度提高小麦单产提

供重要技术支撑。
目前，“F 型小麦雄性不育系”

已完成关键环节科研攻关。与此同
时，团队又完成了第二代“F型小麦
雄性不育系”的创制工作。“第二代
产品杂种优势更强，结实率更高。”
冯树英说。

不仅育好种，还要教农民种好
粮。在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边昭镇
的农田里，农民汤金鹤家玉米长势
旺盛。老汤家的农田是吉林大学植
物科学学院教授崔金虎“帮种”的。

去年，崔金虎选用国内优质品
种在 90 亩农田里开展试验，并教会
农民科学的密植播种技术、施肥灌
溉技术以及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经专家组测产，试验田每亩比相邻
最好的玉米田块增产 80.9%。今年在
崔金虎指导下，汤金鹤家采用新作
业方式生产，高产增收在望。

一 批 批 科 研 人 员 不 懈 奋 力 攀
登，让中国粮用上中国“种”，让中
国农民种好中国粮，不断夯实粮食
安全之基。

护好良田让中国饭碗
端得更牢

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不仅靠育
良种，还要靠种良田。

在吉林松原前郭尔罗斯蒙古族
自治县莲花山村，顺鑫农民种养殖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喜江说，以前
这里十年九旱，再加上粗放种植方
式，脚下的黑土地逐渐变薄，种田
收益越来越少。

3 年前，合作社开始实施保护性
耕作，秋收后将玉米秸秆还田，春
耕时再用免耕播种机直接播种。“保
护性耕作能够保墒，减少风蚀，提
高土地有机质含量。”刘喜江说，短
短3年玉米产量大幅提高。

为了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地
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今
年 3 月，有关部门联合印发的 《东
北 黑 土 地 保 护 性 耕 作 行 动 计 划
（2020—2025 年）》 提出，中央财政
通过现有渠道积极支持东北地区保
护性耕作发展，力争到 2025 年，保

护性耕作实施面积达到1.4亿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也在各地

不断推进。广西建设高标准农田约
2660 万 亩 ， 占 基 本 农 田 面 积 的
48.45%；安徽今年将建成 4670 万亩
集中连片、旱涝保收、节水高效、
稳产高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

站在山西省永济市栲栳镇略芝
村地头，成片玉米田一望无垠。略
芝村党支部书记武生魁说，村里耕
地是盐碱地，大家用井水浇地，浇
过的地表都是白色的盐巴。开展高
标准农田建设后，村里修了渠，用
黄河水浇地改良土壤，再配合施用
有机肥，耕地质量变化显著。

武生魁告诉记者，项目区 2200
亩耕地每年可节水 9.46 万立方米。
小麦每亩平均产量由改造前的 350
公斤提高到 381.2 公斤，今年每亩平
均产量更是达 500 公斤。“浇地、播
种、施肥、收割都是机械化，人力
投入少了，收入多了。”他说。

高标准农田更易进行科学的田
间管理。在吉林省大安市佰澳格林
农场，稻田被分成整齐的地块，地
块配置了水位传感器、流量检测仪
等，可以实现节水灌溉、精准灌溉
的效果。

重当前也谋长远，各地推进“藏
粮于地”，守牢耕地红线，保护良田
沃土，为保障粮食安全增添底气。

中国碗装好粮让百姓
吃得好

不仅吃得饱，还要吃得好。随
着 我 国 粮 食 在 生 产 数 量 上 稳 定 提
升，提升绿色品质、实现绿色生产
有了更加从容的空间。

黑龙江庆安县东禾水稻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联社今年种植水稻 36
万亩，其中有机水稻 10 万亩，绿色
水稻 26 万亩，这一种植结构不是

“拍脑袋”的结果。2019 年底，这家
合作社联社通过对全国各直营店、
网络销售平台的销售额、交易量、
消费者评价进行大数据分析，制订
了种植计划。

为顺应市场需求，打造绿色有

机农产品，减“肥”、控药的“绿色
农业”也在各地开展。在吉林省辽
源市东辽县白泉镇集贤村，华晨种
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边振华说，过
去种地主要施用化肥，改用有机肥
后，“明显感觉土地有劲儿了”，产
量也有小幅提高。在四川省眉山市
东坡区岷江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好
味稻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相德
优先采用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减
少 农 药 使 用 ， 同 时 建 立 可 追 溯 体
系，让百姓吃得放心。

为了种出口感更好的稻米，不
少农民主动放“慢”脚步，“让土地
喘口气”。

刚过去的夏收季，江苏省宿迁
市 泗 洪 县 石 集 乡 种 田 大 户 许 芳 的
3000 多亩土地没有收获小麦，她却
不着急。“传统的种植方式是一季稻
一季麦，土壤肥力透支，水稻品质
也逐年下降。”我国从2016年启动耕
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后，许芳尝试
以种植紫云英代替小麦种植，开始

“养地”。
花草种三年，瘦田变肥田。“紫

云英是绿肥，4 月底是盛花期，将紫
云英翻耕到田里，可以增加土壤肥
力。”许芳说，轮作休耕提升了水稻
品质，价格翻了两三倍。随着地力
改善，种植下一季水稻时，化肥和
农药的使用量也减少了。江苏很多
农户像许芳一样尝到甜头，轮作休
耕试点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面积
逾百万亩。

以绿色优质为导向，打造好品
牌。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市
场与信息化处处长韦斌华说，广西
从 2018 年开始以绿色食品为准入标
准，打造“广西好嘢”农业品牌目
录，共选出 199 个品牌，品牌总价
值超 1500 亿元。“广西将做大做强

‘广西好嘢’农产品品牌，让百姓吃
得健康，吃得好。”

碗中装好粮，“绿色”生“金
色”。在保障供给数量的同时，各地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不
断显现，我国农业正向着绿色、优
质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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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百姓吃得饱还要吃得好
——夯实粮食安全基础端牢中国饭碗

■新华社记者 胡 喆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要一次性实现

“环绕、着陆、巡视探测”三大任务，这
在世界航天史上前所未有，难度和挑战也
非比寻常。目前，“天问一号”已经在距
离地球数百万公里之遥的奔火轨道上，极
速前进，探测器各项功能及运行情况良
好。探火之路，旅途漫漫，在奔向火星的
路途上，“天问一号”究竟会面临哪些难
点和风险呢？

难关一：任务起点高、技术
跨度大

截至今年6月底，世界各国举行了40
余次火星探测活动，但任务成功概率只有
50%左右。由此可见，火星探测任务本身
固有的风险非常大。

专家介绍，此次我国火星探测任务的
发射规模非常大，着陆有效质量仅次于美
国的“好奇号”，环火探测与国际水平相
当；探测器研制中，关联性异常复杂；首
次地外有大气天体进入面临诸多技术挑
战，比如在轨道、气动、防热、大帆面降
落伞等近十个方面，在设计上都要实现新
的技术突破和跨越。

难关二：基础数据少、不确
定性大

面对遥远而未知的星球，“天问一
号”奔赴火星的旅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经受
新环境的考验。现有掌握的资料显示，火
星上稀薄大气、风场、尘暴、火面地形地
貌等，基础数据非常少，而且不确定性
大，崭新的行星际空间环境使得原本风险
极高的探测任务难上加难；而最远长达4
亿公里的距离以及超远距离带来的通信延
时等问题同样约束着探测器的发挥，探测
器要求有非常强的自主能力。

此外，火星成功进入和着陆、测控通
信，火星车能源、热控、火面移动等一系
列设计难题，也给探测器研制带来方方面
面的巨大挑战和不确定性。

难关三：关键技术多、攻关
难度大

在此次火星探测任务中，关键性、唯
一性且不可逆的环节非常多，如近火捕获

制动、器器分离、进入/下降/着陆、火星
车释放分离等关键技术多。

“我们这次火星探测任务最核心、最难
的地方，就是探测器进入火星大气后气动
外形和降落伞减速的过程，只有一次机
会，必须确保成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
院火星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说，对此，
研制团队专门设计了全新气动外形、新型
降落伞等，这些关键技术攻关难度极大。

难关四：验证任务重、试验
难度大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上有很多新
技术是原来卫星或者探测器没有使用过
的。为了确保探测器可靠性，研制团队开
展了大量试验验证，验证任务极其繁重。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深空探测领域
的专家告诉记者，这些专项试验不但试验
方法、方案确定难，而且火星环境模拟、
试验实施、试验结果判定等难度也很大；
此外，试验验证的充分性、有效性、覆盖
性以及试验仿真验证的难度也极大。

多重困难叠加并没有吓退火星探测研
制团队，设计师们争分夺秒地开展了大量
试验验证和各项任务准备工作，为“天问
一号”探火之旅铺平了道路。

难关五：研制周期紧、进度
风险大

我国火星探测起步较晚，所以从任务立
项伊始，研制团队就在追赶中不断前行。
2016年初，探火任务正式批复立项；2016
年7月，火星探测器研制转入初样；2016年
底，探测器完成全部关键技术攻关和设
计……此后，研制团队一路马不停蹄，在短
短4年多时间内完成了从产品研制验证到待
命出厂再到按计划发射的全部流程。

此外，火星探测任务属于我国航天重
大工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的制度
优势，但参研单位多达几百家，多线并
行、多地并进、多种状态流程并行，也带
来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协调管理难度较高。

“中国的火星探测任务要一次实现
绕、落、巡目标，这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哪
个国家一次同时实现，任务难度非常大。
但正因为有压力，才能有动力，才能最终
实现真正的突破。”孙泽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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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火之路不简单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还要迈过几道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