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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 花 香 里 说 丰 年 ，听 取 蛙 声 一
片。呼吸着清新的空气，闻着田野的
芳香，听着“恐龙”的吼声，寻找那个
你心中最美的稻穗。

4 月 19 日下午，三亚海棠湾水稻
国家公园里日暖风轻，稻浪层层。这
里是国家南繁育种基地（海南），也是
第二届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新
品种新技术展示观摩会现场。大片的
水稻品种展示田相互毗邻，在沁人心

脾的清香里争“香”斗“艳”，向参加论
坛的 600 余名国内外嘉宾展现中国水
稻的傲人成果。

“本届论坛水稻新品种展示规划
分为 4 个区，分别是高产稻专区、优质
稻 专 区 、特 种 稻 专 区 以 及 国 际 稻 专
区。”水稻展示基地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 480 个品种包含有全国 50 家科研院
所和种业公司送来的 420 个水稻展示
新品种，以及袁隆平院士的 60 个超级

稻组合。
站在新品种新技术展示观摩会的

田埂上，放眼望去满是水稻的绿、水
稻的香。

“我现在在找的水稻品种叫天隆
优 619，这个品种我种过，米质很好，
也很好吃。想要看一下它在这里的表
现，观摩学习一下。”与水稻打了半辈
子交道的吴阿姨专程从北海过来参加
本次论坛。吴阿姨表示，她从 1975 年

开始接触水稻育种，现在虽然已经退
休，仍然十分关心国家水稻育种技术
的进步。

每个水稻品种前都插有包含品种
名称、送种单位等信息的“身份证”，
一目了然。这 480 个水稻品种里包含
多个新组合、新材料，种企来这找适
合公司推广的品种，科研单位在这里
找有意愿合作的企业，育种家们在这
里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本报讯（记者 汪慧珊 胡拥军）
农历三月，内地稻田一季稻泛绿之
时，恰是海南三亚第一造稻谷收获
的时节。4 月 18 日上午，三亚水稻
公园举行 2018 首届开镰节活动，市
民游客欢聚在金黄的稻田里，挥镰
收稻，共同感受今年第一造稻谷丰
收的喜悦。

当日的活动现场，随着鼓乐的
响起，开镰仪式正式拉开序幕。在
水稻公园放犁头的田埂两侧，伴随
音乐鼓点，三十多名黎族青年或手
捧稻穗，或手举“牛头”缓缓步入田
中。随后祭师手捧镰刀从田中行至
祭 台 前 ，摆 好镰刀焚香祈福，唱诵
曰：“敬老有福，敬土有谷，人生土有
根，命存地有本，春种一粒粟，秋收
万颗子，敬天日日风调雨顺，敬地年
年五谷丰登！”礼毕，青年们舞起“牛
头舞”，众人共同唱诵“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齐呼“开镰了”下田割稻。

“宝贝，妈妈带你一起去收割水
稻。”市民李蕾和 5 岁的儿子一起穿
上胶鞋，戴上手套，拿起小镰刀走向
田埂。她说，今天本打算带儿子到
公 园 看 恐 龙 ，没 想 到 会 遇 上 开 镰
节。“我觉得这个活动挺好，正好可
以让孩子看看我们平时吃的大米从
哪里来，让他体验下割水稻的辛苦，
这样以后他就会更加珍惜粮食了。”

“ 锄 禾 日 当 午 ，汗 滴 禾 下 土
……”8 岁的小朋友徐子墨在爸爸妈
妈的带领下，一边吟诵古诗，一边收
割水稻，不一会儿功夫就收获了一

大把水稻。“妈妈说，农民伯伯种粮
食很辛苦，我们应该学会尊敬农民
伯伯，爱惜粮食。”徐子墨说完开心
地跑向田地里。

三亚水稻公园营销总监陈诗诚
介绍，水稻公园“开镰节”以农耕文
化为背景，歌颂农民，歌颂劳动，传
播“敬农惜粮”的价值观，传播中华

传统文明，并将开镰节活动持续发
展成为收稻活动体验月，推出农耕
割稻体验游线路，逐步将“开镰节”
打造成三亚水稻公园的特色旅游文
化品牌节庆活动。

据悉，三亚水稻公园由杂交水
稻之父袁隆平和中国南繁育种的水
稻科学试验基地共同打造，该基地

是集农旅融合旅游景区，以农业生
态、农业观光、农耕文化、南繁水稻
科研、稻作文化、科普教育、民俗风
情于一身的科学试验基地，该基地
将打造中国农旅融合示范区、水稻
科学博览基地、稻作文化体验基地、
种业交流展示基地，建设“大型国际
化农旅观光体验休闲度假区”。

三亚水稻公园举行2018首届开镰节
市民游客体验丰收喜悦

“牛头舞”表演 本报记者 汪慧珊 摄

本报讯（记 者 许 润 林 志 猛 张
慧膑）中国杂交水稻技术领先世界，
杂 交 水 稻 海 外 推 广 道 路 是 否 通 畅 ？
4 月 18 日 ，隆 平 高 科 水 稻 国 际 公 司
总经理杨忠炬在第二届中国（国际）
水稻论坛水稻全球化发展论坛上分
享 隆 平 高 科 水 稻 全 球 布 局 情 况 ，提
出种质基因多样性缺乏和农民接受
程度低是海外推广杂交水稻的两大
难题。

“ 杂 交 水 稻 比 常 规 稻 能 增 产 约
20%，但是目前海外杂交水稻的普及
率 仍 然 处 于 较 低 水 平 。”杨 忠 炬 介

绍，在中国，推广杂交水稻每年增产
的粮食能够多养活 7000 万人口。如
果世界上一半的稻田种上杂交水稻，
可以多养活 4 亿至 5 亿人口。“继在中
国商业化成功后，目前杂交水稻已遍
布全球。主要国家包括印度、越南、
孟加拉、美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印
度尼西亚等，其中大部分是人口数量
庞大的国家。”杨忠炬说，杂交水稻对
中国水稻的可持续生产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也将对全球其他主要水
稻种植国家起到同样的作用。

杨 忠 炬 认 为 ，杂 交 水 稻 在 海 外

推 广 面 对 的 主 要 挑 战 ，首 要 问 题 是
缺 乏 种 质 基 因 ，而 种 质 是 推 动 杂 交
水稻全球化的关键。为了帮助种植
户应对病虫害、气候变化等问题，我
们 应 加 强 研 发 投 入 ，提 高 大 米 质
量 。 此 外 ，各 个 国 家 对 稻 种 稻 米 的
抗 性 、食 味 、外 观 、品 质 等 都 有 不 同
需求。隆平高科在菲律宾开发了抗
白 叶 枯 病 的 品 种 ，在 其 他 国 家 也 有
针对性地开发了一系列品种。杨忠
炬 介 绍 ，为 针 对 不 同 目 标 市 场 推 广
杂 交 水 稻 ，隆 平 高 科 开 始 进 行 杂 交
水稻全球布局，目前已经在菲律宾、

印度和巴基斯坦建立起三个国际杂
交水稻育种中心，进行本土化研发，
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杂 交 水 稻 海 外 推 广 的 另 一 个 难
题是农民的接受程度低。“种子成本
高 、大 米 价 格 低 廉 等 因 素 导 致 海 外
农民对杂交水稻的接受度不高。”杨
忠炬分析，“接下来我们发展的关键
是提质研究，并强化品种抗性能力，
使 杂 交 水 稻 更 适 应 现 有 的 环 境 ，要
减 少 种 子 成 本 ，这 样 才 能 提 高 农 民
的 接 受 程 度 。 同 时 ，我 们 也 会 进 一
步加强对农户种植技术的指导。”

专家谈杂交水稻海外推广

种质基因和农民接受程度是关键

480个优秀水稻品种争“香”斗“艳”
——第二届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新品种新技术展示观摩会侧记

本报记者 许润 林志猛 张慧膑

本报讯（记者 许润 林志猛 张慧
膑）创新是第一动力，水稻产业的发
展必须要不断创新。4 月 17 日下午，
三亚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第二届中
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创新“稻”场
分论坛之水稻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
论坛如期举行，国内科研单位、企业
代表围绕水稻育种、生产、应用推广
领域，汇报前沿研究成果，共话水稻
未来，引领新时代“稻”路发展风向
标。

谈品质：培育优质稻米
品种意识增强

“韩国、日本的大米好吃，难道中
国就产不出好大米吗？”中国工程院
院士陈温福表示，消费者对“好大米”
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重点发展优质稻米”。水稻产
业发展，优质化是必然要求。

“当前，我们要选育优质、高产、
多抗、广适型和适宜机械化种植的杂
交水稻。”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邓华凤将“优质”放在第一位。

对于杂交水稻未来的发展，邓华
凤在报告中还指出，要藏粮于技，进
一步提高杂交稻的产量潜力，进行超
级杂交水稻全程机械化种子生产技
术研究，规模化高效轻简或全程机械
化栽培技术研究，以及杂交水稻种业
信息工程——互联网+种业等。

谈品牌：打造中国稻米品牌

以品牌为引领，提升大米品质，

增加有效供给，实现价值链升级，已
经成为业界共识。

“打造一批叫得响、很过硬、有影
响力的农业品牌。”2018 年，农业农村
部开展农业品牌提升行动。打造响
当当的稻米品牌，这是水稻产业转型
升级之路。

广东重视稻米品牌培育，已取得
可喜成绩。广东省农科院水稻所所

长王丰表示，当前，高端化、个性化、
差异化需求使我国大米产业进入了
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对品牌建设的
需求越来越迫切。推进大米品牌建
设，要做强企业品牌，充分发挥龙头
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支持企业与农
户共同培育塑造品牌。

谈生态：用绿色生态方
式保障水稻安全生产

现代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难题之
一是单一品种大面积种植易造成病
害流行，致使农药用量大幅度增加。
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提出，解决这
一问题的有效方式是品种多样化。

水稻是容易蓄积镉的作物之一，
稻米镉污染问题，一度让人们谈“镉”
色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还
是要直接从品种基因型上入手。”国
家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科研处处长赵
炳然认为。赵炳然团队突破技术难
题 ，率 先 成 功 培 育 出 了 低 镉 水 稻 品
种，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镉大米”问
题。

谈机械化：水稻生产全
程机械化是大方向

目前在我国三大粮食作物中，水
稻生产机械化水平最低。减少作业
工序、省工省力、降低生产、增产增
效，全程机械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
势。

“制种基地用工紧张，劳动力老
化，用工成本大幅增加……传统的劳
动密集型制种技术已难以适应种业
发展需求。”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研究员刘爱民表示，亟需研究
探讨水稻全程机械化制种技术。

刘爱民介绍，隆平高科多年来积
极探索创新杂交水稻种子生产技术，
开展杂交水稻制种全机械化技术攻
关，实现了杂交水稻制种技术的重大
创新，综合技术水平居国际领先。

第二届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创新“稻”场

汇集院企智慧 创新引领“稻”路

在第二届中国（三亚）国际水稻
论坛期间，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
院与国际稻都投资经营集团（湖南）
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三亚稻米交
易所”，加快大宗商品交易所平台建
设 。 该 项 目 落 地 ，将 带 来 怎 样 的 影
响？三亚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
柯用春在接受三亚日报记者专访时
表示，项目落地将让市民游客吃上安
全优质的大米，让三亚成为中国水稻
的展示平台和窗口，种业更好地服务
于米业。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
牢端在自己手上。”作为中国土生土
长的粮食作物，水稻更是养育了 60%
的中国人。而在水稻科学界以及业
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杂交水稻
种植面积达 1700 万公顷，约占全国水
稻种植面积的 58%，平均每公顷产量
约 7.5 吨，解决了中国 13 亿人口的吃
饭问题。中国稻，世界粮，在“一带一
路”的倡议下，中国杂交水稻正在踏
上新的征程，进入一个价值 440 亿元
的大市场。

“自去年首届中国（三亚）国际水
稻论坛成功举办后，今年我们又迎来
第二届论坛，本届论坛的主要目的是
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搭建一个友好的
交流平台，推动科学的创新，共话水
稻种类产业的共同发展，以科研推动
种业和产业的发展过程。”柯用春说。

谈起收获，柯用春满脸笑容。他
说，在本届论坛上，该院与四川西科
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农业科学
院在园区注册成立“海南精服益农科
技有限公司”，将更好地服务农业。
而哈尔滨大米（三亚）直营仓在三亚
落地，这是哈尔滨中米科技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与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
研究院达成的战略合作。此外，该院
还与国际稻都投资经营集团（湖南）

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三亚稻米交
易所”，加快大宗商品交易所平台建
设。

以种业为主线，想要打造一个实
体 就 需 要 一 个 种 业 企 业 来 做 载 体 。
今年，与三家企业联合起来，同时融
入海南三亚国家科技园区，做属于我
们 自 己 的 实 体 企 业 ，推 动 水 稻 的 开
发。

柯用春说，与之合作的企业，不
仅有优质的水稻渠道资源，且拥有全
国最新的技术措施，将为海南种业的
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而稻米交易
所则是另一个突破。

“我们建设这个交易所就是为了
响应国家的号召，希望从‘种业’延伸
到‘米业’，让‘米业’带动产业的发
展。”而发展这样的产业链，柯用春表
示这需要更多开放性的政策支持，打
造米业产业，将稻米交易所引进来，
不仅能推动三亚米业的发展，还能让
该产业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

“米业市场将会是种业的 10 倍，
或将会达到 1 万亿的市场。”柯用春
预计，稻米交易所的建设，不仅使得
海南社会、经济效益双收，也能让海
南的大米交易以海南为中心，真正成
为一个自由港、贸易港。

“它可以让中国大米同东南亚、
南亚等周边的贸易自由化。”柯用春
直言，成为水稻大米交易中心，将会
为海南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此次哈尔滨大米（三亚）直营
仓 在 三 亚 落 地 ，也 让 柯 用 春 颇 为 开
心，他表示，该米仓的落户，形成以三
亚为平台，以哈尔滨为产地的南北共
筑，提供一个向世界展示海南水稻的
平台，同时相互提升、推荐，让南北互
动更为紧密，让三亚市民游客能吃上
更好的大米，更好服务于国家的米业
粮食安全。

让三亚成中国水稻的展示平台
——访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柯用春

本报记者 张慧膑 林志猛 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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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8 日，“稻米精深加工论坛”在三亚红树林酒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