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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本报讯（记者 杨洁）“三夏”是

上海粮食生产的重要农事，也是确

保本市粮食面积任务是否能完成

的关键。记者从上海市农业农村

委员会获悉，截至6月16日，本市

夏粮已全部颗粒归仓，夏粮增产已

成定局。

上海“三夏”期间气候多变，雨

水较多，出现灾害天气的频率较

高。围绕“夏收、夏种、夏管”，上海

“三夏”工作开展顺利。预计今年上

海水稻种植面积154.7万亩，已完成

播种136.8万亩，占预计种植面积的

88.44%，预计到6月25日能够完成

夏种任务。

3月以来本市疫情形势严峻，

这正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3月

15日，市农业农村委成立春耕生产

和稳产保供工作专班。3月28日，

建立了市、区两级每日春耕生产和

稳产保供调度例会制度。一手抓疫

情防控，一手抓春耕生产，上海没有

因劳动力问题影响粮食生产。

此外，在落实粮食政策方面，市

农业农村委会同市财政局第一时间

制定了本市2022年实际种粮农民

一次性补贴实施方案，及时下发中

央财政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同时，在中央财政补贴资金的基础

上，市级财政已配套了一次性补贴

资金，进一步保护种粮农民积极性，

稳定本市粮食生产。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原创

于上海的节水抗旱稻，不仅擅长节

水抗旱，更是减排大户。记者日前

从上海市农科院获悉，市科技兴农

重点攻关应用基础类项目“稻田温

室气体与面源污染协同控制的

WDR品种潜力挖掘及机理研究”最

新通过验收。经过5年的持续跟踪

研究，发现节水抗旱稻减排潜力巨

大，可为稻田生产实现碳达峰和碳

中和提供支撑。

自从2020年我国提出“碳达

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农业

领域温室气体减排也受到前所未

有的重视。水稻生产过程，淹水种

植是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原

因。如何从种源上找到“减排方程

式”，科学家们将目光投向了上海

原创水稻品种节水抗旱稻。我国

“节水抗旱稻之父”，上海农业生物

基因中心首席科学家罗利军带领

团队自20世纪末在全世界范围内

收集水稻种质资源，建立了节水抗

旱稻理论与育种体系，以“旱优73”

为代表的节水抗旱稻新品种在生

产中大面积推广。

节水抗旱稻是一种新型水稻

品种，具有高产优质、节水抗旱、少

肥少药、适于轻简化栽培的特性。

在生产过程中可实现旱直播旱管，

不需淹水种植，产量米质与一般水

稻持平，大量减少温度气体排放。

五年前，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生态所

与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科

学家们，开始研究不同抗旱等级的

节水抗旱稻品种（系）在水旱条件

下的产量特性，构建了以节水抗旱

稻品种为核心的稻田温室气体与

面源污染协同控制新型稻作模式，

并跟踪这种稻作模式生产全过程

中的碳足迹，形成稻田甲烷高效减

排关键技术。

据介绍，2019年至2020年，上

海市农科院生态研究团队和上海

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一起，针对安

徽省亳州、蚌埠、滁州、淮南、合肥、

安庆、铜陵七个地区种植的节水抗

旱稻进行了两年的碳减排效益评

估，结果表明，传统水稻种植模式

改为节水抗旱稻旱管种植模式后，

稻田主要温室气体成分甲烷的排

放量降低达97%。

虽然淹灌改为旱管模式后，

另一种温室气体成分氧化亚氮排

放略有增加，但综合温室气体（即

包括甲烷和氧化亚氮）减排达

92%，每年可减少51.6万吨二氧化

碳当量。

与此同时，该项目研发的节水

抗旱稻田甲烷高效减排关键技术，

在水直播旱管条件下甲烷减排率

超过70%，旱直播旱管条件下甲烷

减排率超过90%，减排效果比国际

水稻所推行的AWD技术更好且更

稳定。随着2021年10月联合国格

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的召开，以甲

烷为代表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

减排日益受到重视，该项目形成的

技术成果将为我国农业领域甲烷

减排提供重要科技支撑。

沪创节水稻可减九成温室气体
七个地区每年减少51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本市夏粮颗粒归仓
夏粮增产已成定局

昨晚8时，夜色尚浅，在格致

中学奉贤校区，一轮圆月却早早

被一群少年托举着缓缓升起，散

发出暖暖的光亮。月影中，少年

们比出胜利的手势，耳畔传来老

师的祝福，“光在前方，‘盈’在当

下”！

今天是2022年上海市高中学

业考等级考的第二天，地理学科

将在明天下午开考。这场亮灯仪

式，是格致中学地理组老师们为

同学们准备的专属浪漫。地理老

师姜惠敏告诉记者，在奉贤校区，

返校后，有不少同学选择了留校

住宿。“家长们把孩子托付给学

校，同学们经历了疫情又远离父

母，独自在校备考，紧张和不安的

情绪是难免的。”姜惠敏说，因此，

老师们琢磨着，能用什么巧妙的

方式，缓解同学们的情绪，为他们

加油鼓劲。

这两天上海巧遇“超级月

亮”，且不久前刚过了农历“小满”

节气。于是，姜惠敏想到，用一轮

明月，为地理考生们送上“小满正

圆”的祝福，寓意“圆圆满满”。在

本周三的最后一节地理课上，她和

同事们准备了气球、LED小灯珠、

纸巾和白胶等材料，带着同学们吹

起气球，装进灯珠，再糊上纸巾。

这样，一盏“满月灯”就做好了！大

家期待着，“满月灯”早日风干，可

以在考前迎来点灯那一刻。

围绕着这盏灯，大家从地理

学科的视角，展开了充满哲思的

探讨，“我们看到的月有阴晴圆

缺，因为它本身并不发光。有什

么办法能不受到外界的影响？

那就要让自己的内心闪光！”姜

惠敏老师希望，地理学科能给予

同学们的，不只是分数和知识

点，更是天高海阔的格局，是追

逐光和远方的勇气，更能让同学

们拥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

时”的豁达释然。

天遂人愿，灯光准时亮起。

大家也通过网络，把这份浪漫传

递给了在家备考的同学们。老师

们则将一盏小小的“满月灯”，贴

上了亲手制作的送考加油海报。

海报同样很“地理”，有摘星的宇

航员，也有响亮的青春宣言，“奔

向星辰大海”！

本报记者 陆梓华

本报讯（记者 郜阳 实习生

计丹洁）这几天，天文爱好者有些激

动。6月16日过后的十余天内，每

天日出前，东南方天空中集齐了太

阳系中除地球外的“七龙珠”——从

南方开始，往东方日出的方向，土

星、海王星、木星、火星、天王星、金

星和水星“连珠成串”，形成了难得

的“七星连珠”现象，也成为了今年

呼声颇高的“群星大戏”。

上海天文台佘山科普教育基地

主任、上海天文学会秘书长汤海明

介绍，“七龙珠”里，金星、木星、火

星、土星的观测相对容易，肉眼即可

看到；16日前后，水星运行至西大

距的位置上，是今年又一次观赏的

好机会，水星虽然也亮，但升出地面

时，已被太阳透过大气层散射的光

线所掩盖，需借助望远镜才能一睹

真容；天王星与海王星的观测则更

难，需借助观测设备，且具有更高的

辨别难度。

为何这几天散落于天幕的七颗

行星能“连珠成串”？汤海明解释，

八大行星公转轨道基本处于同一平

面，即人们常说的黄道面上；同时，

由于行星公转周期各不相同，所以

有机会走到几乎同一方向的位置。

其实，可以想象成速度不同的8个

人在操场绕圈跑步，总有机会在一

定角度看到他们排成一排。

“连珠”的行星越多，概率自然

越低。不过，“七星连珠”只是一个

形象的说法，并非天文学的专有名

词，“连珠”也不代表这些天体真的

就排成了一条直线。汤海明告诉记

者，此次七颗行星的分布范围在

100度上下，距离较远，以17日清晨

为例，水星升起时在东偏北方向天

空，而土星已在西南方向了，能否算

严格的“七星连珠”，恐怕还有争论。

14日夜，“超级月亮”的大戏才

刚上演，“七星连珠”就迫不及待来

抢6月“天空剧场”的票房了。这还

没完，今天起，月亮也来“凑热闹”，

自西向东“检阅”七颗行星——23

日1时后，微发红色的火星将出现

在一轮残月身旁，浪漫的“火星合

月”，肉眼就能欣赏；而25日，“天王

星合月”将在天宇上演，2时以后，

天王星将陪伴月亮从东方偏北的天

空升起，且逐渐靠近，到6时许，两

者距离最近，借助望远镜，或许不难

在月亮身边发现天王星的身影；27

日凌晨，月亮继续朝太阳方向靠近，

这时，金星和水星会一左一右分居

月亮两旁，形成金星水星“双星伴

月”的天象。

初夏时节，天文观测好戏多

“七星连珠”来了
“星月童话”也来了

格致校园考前亮起“满月灯”

■ 一轮圆月被少年托举着缓缓升起

又到了杨梅成

熟季。金山区枫泾

镇的开太鱼生态农

场内2000棵沿河而

种的杨梅树已经硕

果累累。今天上午

就有市民前来采摘，

“足”不出沪就能品

尝到本地产的杨

梅。据悉，开太鱼生

态农场周六、周日已

对外开放垂钓、采摘

等休闲体验活动，每

天限流200人次，农

场实行无接触网络

购票。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杨梅
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