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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杨凌示范区工委主管主办

我是一粒小麦种，名叫“伟

隆169”，今年17岁。

别看我年龄不大，实力却不

俗：我创造了陕西省小麦亩产

800多公斤的高产纪录，是农业

农村部发布的全国15个小麦主

导品种之一。

17年前，我诞生在中国农科

城——杨凌。起初，我的种植面

积仅有0.018亩；如今，我在全国

的累计种植面积超过 2000 万

亩，累计增产粮食10亿公斤，成

为小麦品种中的佼佼者。

听我的“父亲”——全国著

名小麦育种专家、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教授王辉说，育种是一件十

分神圣的事，出个新品种实在不

容易。在广袤的麦区，有一代代

筚路蓝缕的小麦育种人，他们数

十载坚守只为培育出一流的小

麦“芯片”。

我国小麦品种曾经面临着

严峻的考验：耐热的品种往往不

耐寒，耐干旱的却不耐涝，耐瘠

薄的却不耐肥。有没有一个小

麦新品种能综合优良特性，实现

高质高产？

我国小麦的基因库，呼唤着

综合性能好的优质小麦新品种

的诞生！

2006年，“父亲”王辉带领他

的科研团队，以“西农822”为母

本，以“陕麦94”为父本，在一块面

积仅0.018亩的田块中播下了育

种材料，开始了我——“伟隆169”

代代选育、更新蜕变的科技征程。

扛过寒冬、迎来春天，迎着

干旱、冒着大雨，科研人员带着

我和复杂多变的气象抗争。

从杂交组合开始，到世代选

择、比较试验、展示，再到进入区

试，我通过层层审核，在省审、国

审、市场推广等一系列严格考验

中，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走向广

阔的田野、走上餐桌。

我不仅是一粒麦种，还是科

技体制改革的成果。

我有幸成为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与陕西杨凌伟隆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共同选育的一粒良

种。为了我和其他小麦良种的

诞生与成长，该企业先后投入了

5000万元科研经费，让良种更

高效地繁育推广。

(下转第二版)

从0.018亩到2000万亩
——一粒杨凌良种的自述

11 月 20 日，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水泉镇吉庄

村农民在果园修剪桃树。初冬时节，有着“中国经

济林之乡”美誉的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许多农民

走进果园忙着剪枝、施肥等冬季管理，为明年果品

丰收打好基础。

本报通讯员 刘明祥 摄

初冬时节初冬时节
果园农忙果园农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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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 应 ：富 硒 莲 藕 联 系 方 式 ：

15991311929 地址：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蒿坪镇

● 供 应 ：红 颜 草 莓 联 系 方 式 ：

15955186009 地址：安徽省长丰县

● 供应：紫薯 联系方式：15053919767

地址：山东省沂水县

冬季养牛有技巧
这些干货值得收藏

“霜打菜”为啥受追捧
不是所有的菜都适合“霜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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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AI给农作物“看病”
人工智能开启
生物防治的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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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姜种收
实现全程机械化

国内首套生姜多功能播种机、联合
收获机落地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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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日报记者 刘坤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行波 通讯员 张军政

寒潮再次席卷全国
蔬菜这样管

冬季蔬菜育苗注意事项

关 注 降 温 天关 注 降 温 天关 注 降 温 天关 注 降 温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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