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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越夏蔬菜容易出现的症状

笔者从2021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上获
悉，目前，我国行政村通光纤和4G的比例均超过了
99%，今年底，力争实现未通宽带行政村动态清零。
近年来，工信部着力强基础、促融合、严监管、强服
务、惠民生，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
好”的信息服务。

“用得上”方面，农村和城市“同网同速”，城
乡“数字鸿沟”明显缩小。“用得起”方面，去年下
半年以来，随着5G建设发展进程加快，移动网络

单位流量平均资费又下降了10%。据全球移动通
信协会监测，我国移动通信用户月均支出是5.94
美元，低于全球11.36美元的平均水平。“用得好”
方面，移动APP超过350万款，丰富了人民群众的
生产生活。

3月份，移动用户月均流量达到12.74GB，同比
增长34%。根据国际测速机构3月份数据，我国移
动网络速率在全球排名第四位，固定宽带速率在全
球排名第十六位。

我国行政村通光纤和4G比例均超99%
■ 王 政

一颗种子改变世界

一颗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作为世界上第一
位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他始终为端稳中
国人的饭碗和保障世界粮食安全不懈奋斗。

自1976年杂交水稻大面积推广应用以来，我国水
稻亩产大幅度提升，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支
撑。杂交水稻还在亚洲、美洲、非洲的众多国家和地区
大面积种植，为消除世界饥饿与贫困作出了突出贡献。

据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
杂交稻研究和应用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杂交稻主要
在中国，年应用面积约为2.2亿至2.5亿亩。经过广大
农业工作者的努力，创制了一大批育种材料，育成了
一大批产量高、品质好、抗性强的新品种。

“‘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这是我们的大国基石，
正是袁隆平这样的前辈们付出的努力，使我们终于可
以平视这个世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科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所长钱前说。

“袁老师经常鼓励我们创新，贵在创新是他的精
神。”钱前表示，下一步要运用新技术简化杂交稻制种

过程，丰富种质多样性面对水稻产业新需求，利用超级
稻分子设计模型加快育种进程，把这项事业发展好。

种子的力量生生不息

种子，蕴含着生生不息的力量。这种力量，正在
无数后来者和奋斗者之中传承。

目前，我国杂交稻研究技术路线成熟，从事研究
的科研人员数量众多，仅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里的
科学家就有100多位。

原中国水稻研究所副所长黄发松研究员表示，国
家越来越重视水稻科研，全国各地水稻研究院所蓬勃
发展。“年轻一代科研工作者成长很快，他们中很多都
是袁先生的学生，已经成为杂交稻育种攻关和科研的
中坚力量。”

“书本知识很重要，电脑技术也很重要，但书本上
种不出水稻，电脑上面也种不出水稻，只有在试验田
里面才能长出我所希望的水稻。”袁隆平曾这样鼓励
同学们。

他在给西南大学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的同学们

的回信中，分享了自己成功的秘诀——知识、汗水、灵
感、机遇。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栽培生理生
态室主任李建武是一名“85后”科研工作者。为
了落实袁院士半年前布置的任务，他和同事们计
划在湖南省内外的10多个地点开展双季亩产1500

公斤攻关。“干农业虽然很苦很累，但袁院士一生的执
着与坚守，会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杂交水稻事业，进

一步发扬光大。”
“有人说我是洞庭湖的老麻雀，但我更愿

意做太平洋上的海鸥，让杂交水稻技术越过重
洋。”在讲述自己的杂交水稻梦时，袁隆平院
士的话语让人难忘。

种子事业正加速前进

为了造福更多人，一粒种子的事业正在加速推进。
杂交稻今后如何发展？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

负责人表示，一方面要继续追求高产，通过现代育种
技术，挖掘高光效育种材料，不断释放品种潜力。另
一方面注重品质改善，更加注重稻米适口性，满足人
们新需求。

下一步，我国将加强水稻（包括杂交稻）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继续大力支持水稻育种研发，通过突破现
代生物技术，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
与常规育种技术结合，驱动现代育种技术快速升级迭
代，持续培育突破性优质高产多抗水稻新品种，打通
创新链和产业链。

“看准目标，怀揣理想，坚持不懈，袁先生的精神
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邓秀新
院士说，我们要秉承他心系人民，在科研道路上永不
放弃、不断追求的精神，努力工作，为国家粮食安全、
人民幸福生活作出更大贡献。

粒粒皆辛苦。珍惜每一粒粮食，或许正是每一个
普通人向立志让人们“永远都不用再饿肚子”的袁爷
爷表达的最真挚的敬意。

炎热夏季，温度逐渐升高，虽偶有雨水天气来袭，
让我们能偷得一丝清爽，但高温天气已经势不可挡。
持续高温天气对蔬菜生长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种植户
要准确识别，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减少损失。

1.蔬菜卷叶、萎蔫甚至死亡。高温强光持续时间
较长，植株蒸腾掉的水分多于蔬菜根系从土壤中吸收
的水分，蔬菜植株会失水萎蔫，叶片卷曲。时间一长，
叶片坏死，甚至脱落，进而影响蔬菜的产量和品质。

2.植株徒长。温度过高，尤其是夜间温度高，蔬
菜易徒长，影响后期开花坐果及植株的抗病能力。

3.转色不良。过高的温度会抑制正常色素的产
生，影响果实转色，当温度高于35℃时，番茄茄红素难
以正常形成，果实经常出现几种颜色相间的杂色。

4.落花落果发生多。高温影响花粉活力，导致茄
果类、豆类蔬菜落花，降低坐果率，畸形果增多。

5.脐腐、日灼问题严重。高温常与强光照相伴，
当过强阳光较长时间照射番茄、西瓜、冬瓜、辣椒果实，
果实的向阳面会被阳光灼伤，造成日灼病；而高温干旱
的环境下，脐腐病高发。 （本报综合）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作物耕
作与生态创新团队和南京农业大学联合攻关，发现
大气二氧化碳浓度（eCO2）升高可以显著促进水稻
生长，但对甲烷排放的促进作用呈明显下降趋势，
说明国际上远远高估了未来气候背景下稻田甲烷
的排放量。最近中美“应对气候危机”的联合声明
中强调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甲烷的减排行动，
我国也承诺到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碳
中和，该发现可以为我国乃至全球农业领域制定碳
达峰、碳中和行动纲领提供更科学的决策依据。

据张卫建研究员介绍，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升
高能够显著促进水稻生长，并可为稻田产甲烷菌
提供更多的有机碳源，国际上由此普遍估计eCO2

升高将提高稻田甲烷排放40%以上。
研究人员基于前期试验，发现eCO2升高对稻

田甲烷的增排效应随着处理年限的推移而呈显著
下降趋势，第一年eCO2的甲烷增幅达到69.4%，第
二年为44%，第三年仅为25.6%。为进一步验证该
现象并揭示其机制，研究人员借助步入式人工气
候室开展了两个生长季的盆栽试验。研究发现，
在两个生长季中，eCO2对水稻叶片光合速率、生物
量和籽粒产量的促进效应相似；但是，eCO2对甲烷
排放的提高效应显著下降，第一季甲烷排放的增
幅达48%~101%，第二季仅为28%~30%，这与前期
试验结果一致。甲烷排放是由其产生与氧化两个
过程决定，土壤微生物分析发现，eCO2处理可以同
时提高甲烷产生菌和氧化菌，但随着时间推移，
eCO2处理对甲烷氧化菌的促进效应更强，从而逐
步加强了甲烷的氧化消耗，降低eCO2对甲烷的增
排效应。

袁爷爷留下的这粒种子，我们如何传承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张泉 白田田 许舜达 陈凯姿

农业领域如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科学研究为决策提供依据

宋雅娟 张蕃

“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的种子，身体、精
神、情感都要健康。种子健康了，事业才能根深叶茂，
枝粗果硕”。

致力于杂交水稻研究的袁隆平院士，用一生诠释
着这句话。
有人说，从此春种秋收均与怀念有关。袁院士的逝

世，让人们缅怀与痛惜。他留给世间弥足珍贵的财富，
让人们从中汲取勇气和力量。

重温袁隆平院士一生的不朽成就，激励
我们接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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