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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水稻低温减产难题获重要进展

小小杏鲍菇撑起乡村振兴“致富伞”

湖北首创可耐受
零下8℃籼稻育种材料

冬采莲藕冬采莲藕
供应春节供应春节““菜篮子菜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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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2 日，在江苏省扬州
市宝应县，藕农们在藕塘里采
挖莲藕。

临近春节，在宝应县，藕农
们采挖、分拣、加工莲藕，加大
产销力度，提前储备春节市场，
保障市民的“菜篮子”。

新华社记者毛俊摄

1月 11日，记者从2025年
中储粮工作会议获悉，针对粮食
丰收、价格面临下行压力等复杂
形势，中储粮将积极发挥粮食收
购稳市作用，有效维护种粮农民
利益，有力有序推进新季稻谷最
低收购价收购工作，截至目前已
向社会公布最低收购价收储库
点245个，助力兜住农民“种粮
卖得出”的底线。同时，全系统
调配人员参与跨省支援收购工
作，强化“一卡通”、粮情、视频监
控等在线监控手段，推动租仓管
理更加严格规范，保障收购工作
平稳有序开展。

据介绍，中储粮高效落实储
备增储任务，按照国家有关部门
工作安排，增加小麦、玉米等品
种收储规模，跨地区平衡、跨周
期调节能力和应急保供水平进
一步提升。2024年夏粮收购期
间，在8个小麦主产省增加新季
小麦收储规模，累计启动收购库
点 440 个，发挥了稳市支撑作
用；新季秋粮上市后，在东北等
玉米主产区增加国产玉米收储
规模，共布设收购库点超过400
个，收购均价较同一区域其他市
场主体高50—150元/吨，积极
发挥稳市场、稳预期作用。持续
提升储备轮换运营效率，有效发
挥了储备轮换对市场的引领带
动作用。

中储粮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锚
定建设高质量服务保障粮食安全战略
支撑力量和世界一流农产品储备集团
目标，严格储备管理，落实调控任务，提
高运营效率，强化穿透监管，更好服务
保障粮食安全。 （据《农民日报》）

低温冷害是水稻减产的主
要原因之一，全球每年超2亿亩
水稻面临低温冷害。1月11日
从湖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
所获悉，该所在全国率先创制出
可耐受零下 8℃的籼稻育种材
料，为水稻耐寒育种提供宝贵种
质资源，向攻克水稻低温减产难
题迈出关键一步。

寒冬腊月，武汉最低气温降
至零下，湖北省农科院粮作所大
多数试验田都是光秃秃的。唯
有一片“杂草”格外显眼：它们十
几株为一丛，有的与人一般高，
有的还不到人膝盖。随意连根
拔起一株，拨开泥土，白色的根
茎就露了出来。

湖北省农科院粮作所副研
究员郑兴飞介绍，这是利用长雄
野生稻和常规籼稻杂交产生的

“后代”，最低耐受零下8℃低温，

可在武汉自然越冬，“白色根茎
是水稻植株健康的表现，等到春
暖花开时，又能正常生长了。”

水稻在气温低于10℃的环
境下会停止生长。相对生长在
纬度较高、气温较低地区的粳
稻，生长在低纬度、高温多湿地
区的籼稻耐寒性更差。我国南
方水稻产区主要种植籼稻，早稻
播种育秧期易遇倒春寒，晚稻抽
穗扬花期易遇寒露风，都可能影
响粮食产量。

目前，学界定位克隆的水稻
耐冷基因较少，可用耐冷水稻优
异种质资源匮乏，水稻耐冷育种
进程缓慢。

2019年以来，湖北省农科院
粮作所连续5年对200多份野生
稻进行田间耐寒性鉴定，筛选出
2份可耐受零下8℃至零下6℃
的长雄野生稻资源。

这只是第一步。野生稻与栽
培稻之间存在严重的种间隔离，无
法直接用于育种。研究人员继续
利用高效花药培养技术和基因芯
片技术，将耐寒野生稻资源与常规
籼稻黄华占杂交，历经3年攻关，
克服远缘水稻杂交不亲和障碍，最
终获得10份珍贵“后代”。

郑兴飞表示，过去，为避开低
温冷害，农户只能根据天气预报和
经验，预判水稻的安全播种期和育
秧期，生产风险较大。未来，可利
用耐寒籼稻育种材料与生产上的
主栽水稻品种进行杂交，选育兼
具耐寒、优质、高产等多种特性的
早、中、晚稻新品种，应对不同时
期的低温冷害。同时，将其与优
质多年生稻杂交，有望解决多年
生稻在长江中游稻区安全自然越
冬问题，实现多年生稻在全国大面
积推广应用。 （据《湖北日报》）

1月9日，记者走进位于陕西
省杨凌示范区杨陵区五泉镇下
湾村的杨凌金惠源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在出菇车间内，乳白鲜
嫩的菌菇长势正旺，工人们忙着
将成熟的杏鲍菇摘下，打包装
箱，叉车在车间里来回穿梭，2万
斤杏鲍菇即将发往渭南。

“春节前夕是消费旺季，这
次我来购进2万斤货，这个杏鲍
菇品种在我们当地很受欢迎，三
到四天就卖完了。”来自渭南的
客商拜福荣向记者说。

传统杏鲍菇种植一般栽培
在大棚土壤里，受气温限制，每
年种植时间短。杨凌金惠源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依托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科研团队的技术支持，
建起食用菌工厂化生产线，通过
工厂化、标准化生产，保证了公
司每天能有新鲜杏鲍菇采摘上
市，以木屑、玉米芯等农作物废
料为生产原料，杏鲍菇产生的废
菌棒被制作成有机肥归还农田，
实现生态循环利用。

据厂长付仁婷介绍，目前企
业每天的产能达到30吨，主要销
往西安、咸阳、渭南等西北地区，
全年产值超过7000万元。

“我的工资是按计件算，一
个月3000元左右。”家住杨陵区
五泉小区的惠桃利一边忙着手

里的工作一边说。附近的村民
通过在杏鲍菇种植基地就业，实
现了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像惠桃
利这样的村民不在少数，每年，
企业为周边群众提供100多个就
业岗位。

除工厂标准化种植杏鲍菇
外，企业正在积极探索农户+企业
新模式，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

该公司总经理张强强告诉
记者：“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
科研资金的投入，提升产品的质
量，加强品牌建设，把我们的杏
鲍菇推向更大的市场，带动更多
周边的农户增收致富，为乡村振
兴贡献力量。”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雷建梅 魏争亮 仵佳伟

1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加力扩围实
施“两新”政策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
问。今年，将进一步增加超长期特别国
债资金规模，把电子信息、安全生产、设
施农业等3个领域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
资金支持范围，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将在去年取得积极成效的基础
上，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增加资金
规模，扩大支持范围，优化实施机制，放
大撬动效应。加力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贴
息，降低经营主体设备更新融资成本，进
一步提高农业机械报废更新等补贴标
准。在农机报废更新补贴中，增加水稻
插秧机、田间作业检测终端等6个农机
种类。同时，提高采棉机报废更新补贴
标准，单台最高补贴额增加2万元。

（据《农民日报》）

设施农业将纳入超长期
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