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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熟，天下足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粮食总产连
续 跨 上 了 3000 万 吨 、 4000 万 吨 、
5000万吨和6000万吨4个大台阶，成
为目前全国 5个最重要的粮食净调出
省份之一。

2022年，河南小麦平均亩产达到
894.62 斤，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03.22
斤，约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小麦生产和出口大国平均单产的 2
倍；河南粮食总产达到 6789.4 万吨，
相当于浙江、广东、上海、广西等13
个省份粮食总产之和。河南用占全国
1/16的耕地、1/70的水资源量，生产
了全国 1/10 的粮食，其中，小麦超
过 1/4，除满足全省 1 亿多人口消费
需求外，每年还外调 600多亿斤商品
粮及加工制品。

河南小麦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
好，既有能满足加工优质馒头、面条
等传统主食质量需求的小麦，还有能
替代长期依赖国外进口的适宜加工优
质面包、饼干、糕点等专用优质小麦。

河南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原粮
仓”，赢得了“中原熟，天下足”的美
誉，河南的粮食生产被习近平总书记
赞誉为一大优势、一张王牌。河南粮
食生产实现精彩蝶变，小麦科技创新
功不可没。作为全程深度参与其中的
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备感振奋、骄傲
和自豪。

“如果增产了，就请
我吃一碗鸡蛋捞面条”

河南冬小麦从晚秋播种到次年初
夏收获，要经历出苗、分蘖、越冬、
返青、起身、拔节、抽穗、扬花、灌
浆、成熟多个阶段，经历整地、播种、
施肥、浇水、防治病虫、田间管理、成熟
收获等多个环节，期间还可能遭遇干
旱、渍涝、冻害、病虫、干热风、连阴雨
等多种自然灾害。科学研究和生产实
践证明，小麦要实现丰产高效，必须打
好整地播种和培育冬前壮苗“两个基
础”，抓好春季和后期管理“两个关
键”，并依据小麦生育进程，分阶段环
环紧扣、压茬跟进，确保各项增产技
术措施落实落地、招招见效。

在每年小麦 8 个来月、240 来天
的生长期内，我大约有 2/3左右的时
间在田间地头度过。每年从秋播开
始，小麦种得咋样？麦苗长势如何？
有没有发生旱情？会不会发生冻害？
什么时候追肥浇水？该不该打药防病
治虫？……我都“时时放心不下”。
特别是在小麦生产关键环节，或突发
重大自然灾害时，不论是天寒地冻，
还是酷暑盛夏；不论是周末，还是节
假日，我总是第一时间奔赴小麦生产
一线，实地调查、准确研判小麦苗
情、土壤墒情、病虫草情和灾情，因
地因苗制宜，分区分类科学制定麦田
管理技术方案，并通过技术培训和现
场技术指导等多种形式，确保小麦丰
产的各项技术措施都能落地见效。只
有这样，我心里才能踏实。

有一年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
我就到全国第一小麦生产大县河南省
滑县察看小麦长势。那年是个冷冬
年，加之播期偏晚，全省小麦长势普
遍较弱。在途中，我看到一位农民正
在麦田追肥浇水，就停下车来与他攀
谈。我下田察看了土壤墒情，并拔起
几株麦苗，仔细测量分析后告诉他，
他家的麦田苗龄小、分蘖少、长势
弱，不是因为缺水缺肥，主要是冬前
降温早，积温不够造成的，现在温度
很低，浇水后地温会进一步降低，反
而不利于小麦生长。我告诉他，农谚

“锄头有火有墒”，这类麦田应该先划
锄一下，增温保墒，促苗早发快长，
等气温回升后再进行追肥浇水，才能
实现多成穗、成大穗、创高产。但他
自认为种了几十年地，经验丰富，不

乐意接受我的建议。当时，我递给他
一张名片，告诉他，我是河南农业大
学教授，是专门研究小麦的专家，按
照我的建议进行田间管理，如果增产
了，就请我吃一碗鸡蛋捞面条；如果
没增产或减产了，就到河南农业大学
敲着锣大声吆喝：“郭天财是个草包
教授，光会在黑板上种地，我听他的
话小麦减产了。”我之所以与他打
赌，是因为作为一名党员农业科技工
作者，我有责任、有义务向农民传播
农业科学技术，指导帮助他们通过科

学管理增产量、增效益。实践证明我
的建议是对的——麦收之后，我就接
到了这位农民朋友的来电，邀请我去
他家吃鸡蛋捞面条。

由于我常年在小麦生产一线，经
常与农民朋友打交道，结识了许多基
层农技人员、种粮大户，也被他们亲
切地称为“郭小麦”。在河南农村流
传这样一句话：“小麦要想创高产，
种 啥 ？ 咋 种 ？ 咋 管 ？ 得 听 郭 教 授
的。”农业农村部有位领导曾撰文称
赞我是小麦高产的‘田保姆’；是一位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科学家；是深受
农民欢迎的人”。这是对我的褒奖，
当然更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

一把小铲子，一个钢卷尺

多年来我一直有个习惯，每次下
地都随身携带一把小铲子和一个钢卷
尺。在小麦生长 8 个来月的时间里，
老天在变、苗情在变、土壤墒情在
变、病虫草情也在变，要及时指导农
民“看苗、看天、看地”，科学应变
管好麦田，必须到现场调研，准确了
解第一手信息。这两件小工具看似很

不起眼，但就如同医生的听诊器一
样，派上大用场，能够帮我准确诊断
小麦的生长状况。

这把小铲子和钢卷尺陪我走过了

全国各小麦主产区，挖过不知多少块
麦田的泥土，测量过无数小麦品种，
他们已成为我准确诊断研判小麦长
势、科学制定麦田管理技术方案的好
帮手，见证了我国农业科技的快速发
展和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面
朝黄土背朝天”等真实描述了过去农
民在田间辛勤劳作的场景。如今，随
着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度加快，科技进
步和现代农机装备，特别是遥感技
术、物联网技术、大数据等现代高新
技术的推广普及，农业科技工作者可
以在数百里之外利用远程视频诊断农
情，用“千里眼”为小麦生产“把脉
问诊”，远程指导农民科学种好管好
小麦。今天的农民，种地用上了无人
驾驶拖拉机、北斗导航收割机、无人
植保机、智能化土壤水分监测与节水
灌溉装备等高科技产品，劳动强度大
幅度降低，劳动生产效率显著提升，
粮食产量稳定增长。

农民朋友把他们现在种小麦形象
概括为“三指一掏”，即农户家的小
麦该整地播种了，该防病治虫了，该
机械收获了，只要用手“指”一下地
的边界，就有专业化服务组织实施完
成，农户只需“掏”钱付费就行了。
正如现在农村广泛流行的新农谚：

“犁地不用牛，种地不跟耧，浇水不
拿锨，喷药不进田，收麦不带镰，晒麦
不用场，卖麦不用忙。”新时代，农业生
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农民劳动强度
大大降低，幸福指数显著提高。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2014 年 5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
亲临河南省尉氏县视察指导，我有幸
在该县张市镇高标准农田零距离、面
对面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河南小麦生
产形势与农业科技创新情况，有机会
现场感受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对

“三农”的深厚感情、高度重视和殷
切期望。

在视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近年来，河南农业特别是粮食
生产取得显著成绩，为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作出了突
出贡献，这既是河南的贡献也是河南
的奉献。”他还特别叮嘱：“悠悠万
事，吃饭为大，农业是安天下稳民生
的战略产业；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
国，必须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河南粮食生产这个优势、这张王牌任
何时候都不能丢。”

万里春风卷潮来，逐浪峰巅豪情
在。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小麦高产栽培
研究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我虽是古稀
之年，但是仍然豪情满怀，将继续为
这深爱的土地、希望的田野鞠躬尽
瘁。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与全国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一起
携手努力，始终心怀“国之大者”，
继续致力于小麦科技创新，为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再有
新担当、再有新作为、再作新贡献，

一定确保中国人的饭碗里装满自己的
优质粮！

（作者郭天财为河南农业大学二
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2011计
划”河南粮食作物协同创新中心主
任，作物学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小麦栽
培第一学术带头人，农业农村部小麦
专家指导组顾问、河南省小麦专家指
导组组长，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3项）

农稳社稷 粮安天下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王屋山脚下——河南省
济源市，“愚公移山”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在我
的童年时代，由于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定，父老乡
亲们经常吃不饱饭饿肚子，只有逢年过节时才能
吃上一顿白面馍。作为农村娃，我亲身体验过饥
饿的滋味，立志长大成为一名农业科学家，实现
自己和乡亲们天天都能吃上白面馍的愿望。

高中毕业后，我被保送到河南农学院农学
专业学习，毕业留校后一直从事教学和小麦科
研工作，并把小麦高产栽培作为主要研究方
向。时光荏苒，不知不觉中，我已在此领域耕

耘了46载。“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在这
年复一年、寒来暑往的轮回中，我和同事们始
终以田野为伴，以小麦为友，心无旁骛，潜心
研究小麦高产栽培技术，宣传普及小麦高产经
验，大力推广良种良法配套，为小麦实现高产
稳产保驾护航。

“农稳社稷，粮安天下”。丰硕的小麦创新
成果不仅圆了我儿时“吃白面馍”的梦想，而
且助力河南小麦总产连续跃上新的台阶，成为
名副其实的“中原粮仓”“国人厨房”，为国家
粮食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郭天财肖像画。 张武昌绘

郭天财（右一）与基层农技人员在田间察看小麦苗情。河南农业大学供图

郭天财在田间察看小麦长势。 河南农业大学供图

本报电（郑海英、王徽） 近年来，外卖、配送、网约车、网络主播
等新业态不断发展。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多措并举，对辖区内新业态从
业人员持续帮扶，助力其更好发展。

聚焦新业态从业人员实际需求，洪泽区推出“教育帮扶”“发展护
航”“政策培训”等十大项目。比如，开设电商培训特色班，对办公自动
化、抖音入门、直播带货等方面进行详细讲解，提升新业态从业人员实
践操作能力。建设服务咨询机构、教育技术讲师团等平台，为新业态从
业人员提供政策咨询、行业教育、市场信息等服务。

此外，洪泽区还按照行业属地，建立起 5 个新业态从业人员行业党
委，与700多名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建立稳定联系，定期开
展职业教育培训和慰问。

本报电（记者张保淑） 近日，高端工业软件产业发展研讨会在湖北
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十一和来自科研机
构、高校和产业界的专家等围绕工业软件赋能先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升级进行深入研讨，为构建完善武汉市工业软件研发支撑服务体
系和创新生态建言献策。

陈十一在主旨报告中指出，工业软件作为数据价值化的应用实践之
一，始于数据价值化，成长于数字产业化，盛于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
理，是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之一。中国必须发展工业软件
自主核心技术，破解在此领域面临的“卡脖子”问题。

武创院院长李锡玲表示，武创院将以高质量建设智能工业软件研究
所为抓手，有效协同湖北省内高端装备、光电子信息等领域的优势资
源，共同构建集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场景设计、产业化应用、企业孵
化为一体的科技创新产业链条，助力引领武汉市工业软件技术创新和产
业高质量发展。

帮扶新业态从业人员发展

湖北
武汉

高端工业软件产业发展
研讨会举行

江苏
淮安

近日，重庆市沙坪坝区举行中小学研学工作推进会并发布了系列研
学线路。沙坪坝区以研学为统领，建设校内外联动的劳动教育，引导学
生走出校园、走进田园，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图为参
加主题研学活动的小学生在重庆太寺垭森林公园写生。 孙凯芳摄

重庆
沙坪坝

亲近乡野 快乐研学

全国农技中心总农艺师王积军近日表示，虽然
受冬季寒旱叠加等因素影响，今春小麦枯黄比例较
前两年偏高，但主要是叶片受冻，生长点和根系未
受影响，死苗面积较小，目前已返青小麦绝大部分
已恢复正常生长，苗情仍好于上年、好于常年。

据调查，北方冬麦区叶片受冻枯黄面积 2477 万
亩，仅占冬小麦面积的 7%，集中在黄淮海北部麦区，
98%以上是小麦叶尖受冻枯黄，生长点未受影响。

“越冬期间小麦处于休眠状态、抗寒能力强，受
冻后容易出现叶片发黄、叶尖焦枯，但‘心叶’、生
长点和根系未受影响。”王积军说，从历史情况看，
过去小麦冬季也有枯黄，只是近 3 年都是暖冬，冬
小麦带绿越冬比例高，今年华北地区枯黄率和常年
差不多，黄淮中南部比常年还少一些。据遥感监
测，华北、黄淮冬小麦主产区带绿越冬比例为
41.7%，较近3年同期减少16.9%，与常年相当。

王积军强调，小麦生长补偿能力强，只要返青
后早管早促，加强肥水管理，10天至半个月即可恢
复正常，不会影响产量。“小麦有个生育期叫‘返
青’，就是随着气温回升，由黄转绿恢复生长的过
程。”他提醒，各地农技人员要指导农民查好苗情，
辨别清楚小麦受冻情况，做好早春管理，促进小麦
恢复生长，不要轻易毁苗改种。

目前，山东、河南小麦已全面返青，河北、山
西、陕西中南部已返青，返青地区叶片轻微受冻枯黄
已基本恢复。据最新农情调度，全国已返青冬小麦一
二类苗比例 88.2%，比冬前提高 2.7个百分点，比上
年同期高11.8个百分点，比常年高2.4个百分点。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立足抗灾夺丰
收，目前已部署开展“奋战120天夺取夏季粮油丰收
行动”，全力抓好小麦春季田间管理，积极防范春
旱、“倒春寒”等灾害，搞好病虫防控，为夺取夏季
粮油丰收赢得主动。

加强分类管理。对旺长麦田，推迟肥水、适当镇压；对三类弱苗和
受冻麦田，抓住返青起身期，增施肥促苗早发快长；对一二类苗，坚持
促控结合，肥水后移至拔节期，保苗稳健生长。

狠抓防灾减灾。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早做好
抗旱、防“倒春寒”各项准备工作。指导缺墒地区适时浇灌，没有水源条件
的地方落实镇压保墒、喷施叶面肥等农艺抗旱措施。低温来临前及时浇
水，冻害发生后，追施氮肥或叶面肥，促进恢复生长。抓好小麦条锈病、
赤霉病等重大病虫害监测防控，大力推广统防统治，减轻病虫危害。

加强技术指导。发挥科技小分队作用，组织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查苗
情、查墒情，细化田管技术方案，开展实地巡回指导和在线培训答疑，
组派科技小分队驻县驻乡、进村入户指导服务。充分发挥社会化服务组
织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示范带动小农户科学抗灾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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