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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盟、新疆喀什、海南崖州、江苏南通等试验田纷纷创造了不

同类型盐碱地水稻亩产新纪录。此外，他们还在土壤定向调节剂、

植物生长调节剂等方面取得了突破。

“我在袁老师身边工作、学习了近 10 年时间，他一直告诫

我们年轻人‘种田无小事’。”郭夏宇说，“对耐盐碱水稻的培育，

尤其体现了这句话的分量。把荒地变良田，这是我们维护国家

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举措。”

10 月 17 日举行的二十大新闻中心第一场记者招待会上，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粮食和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丛亮

表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丛亮说，“我国粮食

安全形势是好的，做到了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而且里面主要装中国粮”。

脱贫攻坚，助力全球

回望过去十年，保障粮食安全和决战脱贫攻坚这两项事业

之间始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中国广大农民来说，在最新

的政策加持下，借助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实现农田增产的

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收入。

2018 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新修改的《农村土地承包法》；2021 年初，农业农村部发布《农

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这些法律条文，在依法保护集体

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的前提下，进一步放活土地经营权，使土地

资源得到更有效合理的利用。农民的收入变得更加灵活和多样。

2021 年夏，《新民周刊》记者曾在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采

访了博孜买里村村民阿依吐尔逊·木拉力木，当时她正在当地

一家上海援疆参与建设的扶贫制衣厂工作。一年做下来，能攒

下数万元的积蓄。而此前十多年里，她都和丈夫种棉花为生，

靠天吃饭，收入结构单一且不稳定。自从 2019 年将家里土地流

转后，每年拥有稳定的流转资金，木拉力木自己还能在厂里拿

到工资，收入大幅增加。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的西部地区比比皆是。在西藏山南市乃

东区克松村社区，土地流转让年过六旬的刚祖成为人们羡慕的

对象，他在 2021 年拿到 3 万多元的分红。“流转的 10 亩土地

全部种上了萝卜，由公司提供种子、化肥、农药，还教种植技术。

去年萝卜产量高、销路好，今年更有干劲。”刚祖说。

克松社区前些年也曾尝试种玉米，最终也没卖上好价钱。

我国有 10 多亿亩盐碱地。育种技术创新，对于更好地利用

这些大面积的盐碱地意义重大。袁隆平院士生前曾说，希望能

在盐碱地中“再造亿亩良田”，并于 2019 年提出了“近期实现

育种突破、中期提高技术集成度、远期实现产能效益双提升”

的三个目标。

2021 年中，科技部正式批准设立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

中心。这是全国农业领域首批启动建设的 4 个国家技术创新中

心之一，总部落户三亚。

谈到该中心落户三亚的原因，负责人艾治勇当时接受采访

时表示，这首先源于袁隆平院士多年在海南南繁工作，与当地

建立了深厚感情。此外，考虑到海南具有开展育种研究的有利

条件，以及丰富优质的海水资源等，袁院士毅然决定将中心总

部设在了三亚。

时间来到今年 3 月 16 日，袁隆平院士当年的目标又迈出了

重要一步：上述这个由全国 7 个省的 11 家单位组成的水稻技术

创新中心正式挂牌。在牵头单位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专门

团队中，“80 后”“90 后”年轻人占团队总人数的 70%。

1986 年出生的郭夏宇，现在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试验

基地管理处副处长。近两年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往来于东北、

西北、华南和华东的四个区域中心，和专家们一起持续攻关耐

盐碱水稻的相关课题。

郭夏宇说，年轻人干劲特别高，常常到了晚上 10 点多，湖

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办公楼还灯火通明。

努力换来了令人兴奋的成果：目前，他们在全国完成了近

10 万亩盐碱地改良，完成耐盐碱水稻种植 60 万亩。内蒙古兴

2022年 4月 17日，由袁隆平团队培育的新型高杆高产水稻品种“超级耐盐碱巨

型稻”在天津市宁河区绿萝家庭农场开始大棚育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