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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双城

重庆“Q优12”：在四川绵阳种植
面积超过 1 万亩，为制作“绵阳米粉”
提供保障

往年，春节后才是水稻种子销售高峰期，但
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销售大户、梓潼平强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魏小龙，今年1月就已经接到
不少订购“Q优12”稻种的电话。

“‘Q优12’稻米天生就是做米粉的‘料’，这
几年在绵阳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2月1日，忙
碌间隙的魏小龙接受了记者采访。

“绵阳米粉”是绵阳当地的传统美食，有上千
年历史。近年来，绵阳积极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
融合发展，将“绵阳米粉”作为全国知名品牌来打
造，预计到2025年绵阳米粉全产业链产值将超
过100亿元。

好米粉需要好水稻。近十年来，平强农业引
入了全国近百个水稻品种进行对比实验。在层
层筛选中，该公司发现最适合当地气候特点、最
能满足制作米粉需求的，当属重庆市农科院培育
的“Q优12”。

“Q优12”被称为“米粉加工稻”。品种培育
人、重庆市农科院水稻所专家李贤勇介绍，“Q优
12”每亩可产大米400公斤，产量在同类专用品
种水稻中表现优秀；胶稠度较低，制成的米粉不
起坨；直链淀粉含量较普通水稻高8%左右，加工
成的米粉、米线更加Q弹；蛋白含量高，做出的米
线爽滑，能很好满足制作地方特色美食的需要。

绵阳市梓潼县石牛镇柳林村村民张继强，
已向魏小龙订购了可播种5亩稻田的“Q优12”
稻种。

“这个品种种得！”张继强告诉记者，前年他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种植了1亩，亩产比普通水稻
高5%左右。2023年，他加强了对稻田的管理，
按重庆市农科院专家推荐的方式播种、育秧、施
肥、用药，亩产量再上新台阶——1.98亩稻田当
年亩产达到699.7公斤。

“这个品种管理比较简单，产量不仅比普通
水稻略高，而且价格也不错。晒干马上就被加工
企业收购了，完全不愁销售问题。”张继强说。

2023年，绵阳梓潼县、三台县种植的“Q优
12”面积已达到1.5万亩，成为“绵阳米粉”的原料
重点供应基地。与此同时，“Q优12”在四川省广
安市岳池县等地也获得大面积推广，为“岳池米
粉”等地方特色食品制作提供了原料保障。

重庆“燕白黄瓜”：在四川威远县
及周边年种植面积约 1 万亩，畅销中
西部省市

2月3日，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向义镇。
户外寒风凛冽，蔬菜种植大户李荣华家大棚

里却温暖湿润。因播种、移栽时间不同，他家大
棚里的黄瓜，有的已长出三四片叶子，有的还爬
上吊蔓绳，绽放出嫩黄的小花。

“这里一部分是‘燕白黄瓜’，一部分是‘燕白
黄瓜’的‘升级版’——‘嘉华1号’。”今年58岁的
李荣华掀开大棚一角介绍，两个品种都是重庆市
农科院培育的。

李荣华种植蔬菜已有40年。在他刚刚起家
时，黄瓜属“稀罕”品种，技术要求高，销售单价也
高。最初，他种植的是当地传统品种“大青棒”

“二青棒”。这两个品种开花率低，但当时表现已
属“最优”，是威远黄瓜的“优势品种”。

2004年左右，不断引进新品种试种的李荣
华，在威远县农业技术部门技术员口中，听说了

“燕白黄瓜”，当年引进了200包种子“试水”。
“那时候本地很少有人种外地品种，我就来

试试看重庆的品种到了威远行不行。”李荣华笑
着回忆。经过对比实验，他发现与传统品种相
比，“燕白黄瓜”坐果率特别高，几乎每一朵花都
能结一个瓜。不过，有的种植户舍不得疏果，反
而导致黄瓜个头小、卖相差。

李荣华在重庆市农科院张洪成等专家的指
导下，结合威远的气候条件，疏掉一半左右的黄
瓜，当年亩产达到1至1.5吨；黄瓜个头匀称、颜
色漂亮，每公斤售价还较其它品种高0.2元左右，
亩收益较以往翻了一番。

“燕白黄瓜”的名气由此打响，李荣华也做
起了该品种的销售代理。第二年，经他手销售
的“燕白黄瓜”种子达到1000多包，可供两三百
亩地种植；第三年，他储备了两三千包“燕白黄
瓜”的种子，却仍卖断货，不得不向重庆紧急要
求调货。

“燕白黄瓜”在威远迅速推广，同时也向周边
县市辐射、扩张。最高峰时，经李荣华销售的这
个品种，在威远一县的播种面积就达五六千亩，
保守估计威远及周边县市种植面积超过 1万
亩。当地种出的黄瓜不仅销售到川渝两地，还远
销西南及华中地区，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

长期代理销售“燕白黄瓜”的李荣华，还不断
为重庆的育种专家们提供“用户反馈”。前几年，
他建议重庆市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培育不含葫芦
素的黄瓜品种。葫芦素就是给黄瓜带来苦味的
物质。

他掀开自家大棚的门帘，指着里面正勃勃生
长的黄瓜苗说：“重庆市农科院培育的黄瓜等蔬

菜品种在我们这里接受度非常高。现在这个‘嘉
华1号’是‘燕白黄瓜’的迭代品种，也是重庆培
育的，不含葫芦素，没有苦味，我判断肯定会供不
应求！”

川渝共育“金皮糯1号”：好种好
管好收，助力渝酒振兴

2月5日，江津区白沙镇江记酒庄车间内，热
浪蒸腾，雾气氤氲，独特的酒香随风四溢——此
时正是重庆清香型白酒“江小白”的酿造时间。

晶莹的红高粱在甑锅中完成复蒸后变得柔
软，被赤膊的工人们卸下，摊晾后加入酒曲进行
发酵。经过几十天的发酵，再经蒸馏等环节后，
这些酒贮藏灌装后就可销售。

“目前‘江小白’使用的高粱品种主要是我
们与四川省农科院、重庆市农科院、江津区农委
共同培育的‘金皮糯1号’。”江小白酒厂“江记
酒庄”相关负责人周俊锋表示，这个品种是川渝
合作的成果，为重庆清香型白酒拓展市场奠定
了基础。

江津地处我国白酒“金三角”范围内，历史上
以出产清香型白酒而闻名。但多年来受市场、营
销等多种因素影响，清香型白酒在市场上的话语
权越来越小，江津的酒业亟待重振。

在“渝酒振兴”的背景下，“江小白”要重振传
统清香型白酒，除了需要传承传统技艺，还需要
大量优质高粱作为原料。

“不同香型的白酒，需要用不同的高粱品种
作为支撑。”国家谷子高粱产业体系岗位专家、
四川省农科院水稻高粱所副研究员倪先林告诉
记者，酱香型白酒主要以“红缨子”类型高粱作
为支撑，而清香型白酒也需要相应的品种作为
主要原料。

“除了品质好、产量高，我们还希望高粱品种
能适应机械化作业。”周俊锋表示，通过规模化种
植，可以降低种植成本、确保高粱品质，从而确保
原料的稳定供应。

经过川渝两地“科研机构+企业+推广部门”
的通力合作，2022年，江记酒庄首个酿酒专用高
粱品种——“金皮糯1号”通过国家非主要农作
物品种登记，亩产最高可达420公斤以上，支链
淀粉（占总淀粉）含量达99.77%，酿酒性能优秀；
同时抗病性较好，植株较传统品种更低矮、更抗
倒伏，适宜机械化作业。

目前，江记酒庄自有的高粱基地江小白农场
内，“金皮糯1号”种植面积已达到1万亩，并实现
了从耕种到收获的全程机械化作业。其中，仅播
种一个环节，效率较人工播种提升10倍左右，大
大降低了企业种植成本。

“‘金皮糯1号’好种好管好收，收获季节还
是一道景观。”在江小白农场所在的江津永兴镇
黄庄村，村民王真华感慨。“金皮糯1号”成熟后，
红色高粱之海在村内绵延；收获后，还种植一季
油菜，每年三月花开之季又是一片金色的海洋，
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黄庄也由过去传统

的农业村落变成一二三产业紧密融合的现代新
农村，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川渝共研果蔬冷链贮运关键技
术：柑橘腐损率下降20%以上

2月15日，奉节县永乐镇酒溜村，墨绿的柑
橘树像绿毯铺满长江南岸，不少树上还挂着橙红
色的脐橙。

趁着天气晴好，村民们戴着手套，手执圆头
剪果刀，攀上人字梯，齐果蒂将脐橙剪下，装入筐
里，再运至重庆荷特农业设在村里的脐橙商品化
处理车间分级、保鲜。

“这是西南大学和四川省农科院专家给我们
指导的保鲜贮运技术，每年可以减少20%以上的
腐损率。”荷特农业总经理李纯宇告诉记者。

2021年，由西南大学与四川省农科院联合
开展“川渝地区优势果蔬冷链贮运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项目，寻找合适的企业进行试验。

“腐损率高一直是困扰柑橘产业发展的难
题，多年来我们一直期盼有成本不高但效果好的
技术。”李纯宇告诉记者，永乐镇早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就开始规模发展脐橙，每到收获季，就有不
少脐橙因保鲜技术不过关而白白烂掉。当地果
农用稻草、柏树枝加薄膜的“土法”保鲜，超过十
天就容易坏；二十年前开始，大家使用保鲜剂，贮
藏时间可以延长到15天至30天。

“新鲜柑橘在表皮没有受伤的情况下，采用
我们的技术可以延长3个月左右的贮藏期。”四
川省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所长高佳研究
员表示。该技术针对川渝地区主要晚熟柑橘品
种，研发了绿色保鲜剂，研制了一种可生物降解
的功能性保鲜膜，并利用相关设备、技术和采后
冷链温度控制技术，相较原有技术延长了柑橘
保鲜期2倍以上。最初推广这项技术时，有不
少果农表示不解：按保鲜技术要求，采果只能在
天气晴好时进行，采果前还要剪指甲、洗手、戴
手套。

“这些都是我们技术的一部分。通过这几年
的试验，乡亲们发现这些技术容易做到，而且真
的能有效减少腐损率，现在都在自发按要求完成
了。”西南大学柑研所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
研究所副研究员贺明阳笑着告诉记者。

荷特农业曾对保鲜技术进行了测算，发现每
公斤成本费用只增加0.04元，却可以有效减少烂
果20%以上。

更重要的是，技术有效延长了柑橘的上市
时间，这为果农带来了更多效益。李纯宇表示，
去年上半年柑橘行情不好，利用这项技术，荷特
农业的柑橘晚了两个多月上市，避开了“扎堆”
上市带来的价格下跌，每公斤柑橘可多销售了2
元钱。去年，该公司仅此一项目就增收630多
万元。

目前，这项技术已在我市和四川部分柑橘加
工销售企业进行推广，预计今年的推广面积将进
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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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 罗芸

2月 15日，重庆市农

科院农业农村部重点实验

室主任杜成章与四川省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

泯源农业有限公司联系，

准备在松潘种植市农科院

培育的赏食两用豌豆新品

种，将实验室的粮油成果

“写”在川西大地上——这

也是2024年重庆市农科

院与四川省农科院首个从

蓝图到现实的合作方案。

建设成渝现代高效特

色农业带是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的重要任务之

一，其中科技协同创新提

升现代农业生产水平是重

中之重。近年来，围绕川

渝两地主要粮经作物新品

种选育、“四新”重点科技

攻关、“五良”融合示范基

地建设、高素质农业人才

培养等方面，两地农业科

研单位、高校与农业企业

开展科技合作，项目数量

已超过100项，在协同培

育现代化产业体系、携手

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等

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硕果累累的“燕白黄瓜”。（受访者供图）

▲“Q优12”丰收了。 （受访者供图）

▲“金皮糯1号”即将丰收。 （受访者供图）

▲1月24日，巫山县曲尺乡权发村，果农正在对柑橘进行分选装箱。
通讯员 王忠虎 鲁作炳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