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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农业“芯片”自立自强
生物育种产业化元年将正式开启

种子是农业“芯片”，是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
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
2023 年，中国科技工作者在种源自主可控，种业科
技自立自强方面取得诸多新突破。

12月1日，国际著名期刊《科学》杂志在线发表
了中国华中农业大学严建兵教授团队联合美国加州
大学戴维斯研究团队共同研究的论文，修正了关于玉
米起源的传统认识，证明了墨西哥高原大刍草对现代
玉米表型变异的重要影响。玉米是全球第一大粮食
作物。该研究成果为理解人为机制对作物驯化起源
的影响提供了良好范例，并为利用野生资源进行作
物遗传改良奠定重要理论基础，将对玉米种质创
新，为进一步提高玉米产量和品质，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和消除世界范围内的饥饿问题，作出重要贡献。

2023 年是中国科学家攻克杂交水稻难关 50 周
年。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助力中国用
不足全球9%的耕地，解决了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的
吃饭问题。不仅如此，中国杂交水稻远播五大洲近
70国，为这些国家的粮食增产和农业发展作出突出
贡献，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提供了中国
方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中国杂交水稻种业创新
依然是进行时，产量在今年又创新高。10 月 14 日，
在四川德昌，中国超级杂交稻单季亩产达到 1200公
斤，再次刷新超高产世界纪录。

10 月，中国水稻研究所、海南省崖州湾种子实
验室、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等单
位合作绘制了基于 1 万余份水稻样本的群体变异图
谱，为水稻育种提供了万份级样本的“数字地图”，
为进一步研究水稻基因的自然变异尤其是稀有变异
提供了强有力工具。在此基础上，中国科研人员还
建立了面向全球用户的在线数据库平台，为水稻研
究提供了单倍型整合分析、变异图谱分析、系统发
育树分析等科研服务，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水稻研
究领域的地位。

在油料作物种质创新方面，11 月上旬，中国农
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宣布，依托该所管理和运
行的国家油料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 （武汉） 安全保
存油菜、花生、芝麻、向日葵、蓖麻、红花、苏子
等7种油料作物种质资源共计4.43万份，包括国外引
进资源 8374份，该库已成为全球最大、保存油料作
物种质资源数量最多、种类最齐的种质资源库，为
油料作物生物育种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优质种质资源的价值在于产业化应用。12 月 7
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包括 37个转基因玉米品
种和 14 个转基因大豆品种经审定通过。12 月 1 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生物育种产业化有关情况汇
报，强调要进一步细化完善相关措施，在严格监
管、严控风险前提下，稳慎有序推进相关工作。这
些迹象表明，经过3年试种，中国生物育种产业化元
年即将正式开启。

创新农机农保科技
先进农业装备持续提升劳动生产率

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支撑。2023 年，中国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继
续发展，助力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中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是观察中国农机农保
科技最新发展态势的一扇窗口，今年的展览会于 10
月在湖北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据展会主办方介
绍，今年中国农业机械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其应用
从主要作物的耕种收环节向植保、秸秆处理、烘干
等全过程延伸，由粮食作物向棉油糖、果蔬茶等经
济作物扩展，从种植业向养殖业、初加工业、设施
农业等全面发展，由平原地区向丘陵山区拓展。展
览会上，一批明星农机和农机软件系统如中国一拖
集团有限公司的东方红 HB2204 混合动力轮式拖拉
机、CH2202-履带拖拉机、MH804M 丘陵山地拖拉
机等，博创联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于北斗三号的
农机自动驾驶系统和显控终端系统等纷纷亮相，受
到参观者追捧。

年度农业机械科学技术奖评选，是观察中国农
机农保科技最新发展态势的另一扇窗口。日前，该
奖2023年评选结果正式公示，共评出三个等级10项
创新成果。其中一等奖两项，分别是“面向复杂场
景的高效能兼用型联合收获关键技术与装备”“大马
力智能拖拉机关键技术及产业化”。由此可见，该奖
评委会把“收割”与“耕种”环节的成果作为本年
度农机科技最重大的两项创新。获得二等奖的3个项
目中，也有一项与“耕种”有关，即“拖拉机整机
性能智能检测关键技术与应用”。另两项则分别与水
产饲料加工和耕作作业云监管有关。

采茶机器人可能是 2023 年最引人注目的农业装
备之一。清明节前夕，它在浙江杭州一处茶园里一
展身手，作为浙江理工大学农业机器人与装备创新
团队的最新一代智能装备，它通过对大量图像数据
的学习，实现对茶树嫩芽的自动识别并准确采下来
源源不断地送入储存盒中。采茶机器人还在持续迭
代中。可以预期，其规模化应用，将给中国传统茶
产业带来新的变革。

近日，《自然·通讯》 刊发了中国生物防控技术
一项突破性成果：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联合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西省养蜂研究
所等机构的科研人员研发了一种蜜蜂重要害虫大蜡
螟的生物防治技术，防效超过93%，填补了大蜡螟高
效安全绿色防控技术的空白。该研究成果为实现大
蜡螟的绿色、高效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持，对保护中
华蜜蜂健康，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探索智慧农业路径
方案和场景日益丰富多元

智慧农业是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
物联网技术为一体的农业生产方式，与科学的管理
制度相结合，让多种信息技术在农业中实现综合、
全面的应用。经过近年来的探索和实践，全国涌现
出丰富多元的智慧农业解决方案。

在 2023 年 9 月第六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期间，在
主场系列活动举办地安徽芜湖举行了“全国智慧农
业现场推进会”并安排与会嘉宾现场参观了中国智
慧农业代表性案例——中联重科峨桥智慧农场。

中联重科峨桥智慧农场依托自主研发的“中联
作物种植智能决策系统”，实现了从看天吃饭靠经验
决策到依靠数据决策的转变。以水稻种植为例，通
过该系统，把种植过程分为13个环节、49个关键节

点，研发出10类算法，助力种植户捕捉最佳农时并作
出最佳决策。据中联重科所属中联智慧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相关人员介绍，该公司致力于大田智慧种植技
术、产品和模式创新，加速物联互联、5G、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在农业机械领域的应用，实现农业生产全过程
的信息感知、智能决策和精准作业，打造更多智慧农
业应用场景。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大田农社运营着该省首个
万亩智慧农场，今年种植的优质水稻喜获丰收。据
大田农社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农场面积超过 1.3 万
亩，仅有工人26名。他们依托田间数十个5G传感器
构成的智慧网络，准确收集到风力、光照、降水、
温度等数据并据此进行精准研判，再通过科学调度
无人旋耕机、无人植保和播种机、无人插秧机等进
行田间作业，不仅劳动强度大大降低，而且经济效
益有很大提升。

为及时总结推广全国智慧农业好的实践经验，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近年来每年都发布全国智慧农
业建设优秀案例。今年9月，该中心发布了最新一批
76个全国优秀案例，其中包括江苏省的 《数字赋能
智慧渔业建设》《肉鸡养殖全链条智慧化管理》，北
京市的《首农翠湖工场智慧种植》《小麦种植全程无
人作业技术集成示范》，山西省的《中国杂粮之都杂
粮智慧园区建设》。

这些案例的内容十分丰富、富有鲜明的区域特
色、涵盖智慧农业多种场景类型。这些案例表明，
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中国智慧农业正在全国各地

“开花结果”。

建设农业科技共同体
农业科技国际合作迈上新台阶

2023 年 6 月 28 日上午，湖南长沙万寿园陵园，
一位黝黑皮肤的男士手捧鲜花，来到“世界杂交水
稻之父”袁隆平墓前，庄重地献上鲜花，而后捧出
一碗大米，慢慢蹲下身，恭敬地放在墓碑前，缓缓
起身凝视着墓碑，久久肃立。他就是非洲马达加斯
加共和国农业部原秘书长拉库托松·菲利贝尔。他此
次赴湖南专程来拜谒袁隆平墓，并在墓前奉上来自
他自己的祖国的特殊礼物——一碗杂交水稻大米，
以此表达对这位中国科学家的崇高敬意和感激之
情。受惠于中国杂交水稻良种和种植技术，马达加
斯加水稻产量近年来显著提高，从之前每公顷产量
不足 3 吨增至约 10 吨，不仅解决了本国粮食问题，
而且还成为大米出口国。

中国一直致力于推进农业科技国际合作，特别
是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框架下，与广大发展
中国家建立各种形式的农业科技合作关系并提供农
业技术援助。据统计，中国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
立农业合作关系，向发展中国家推广 1000多项农业
技术，为8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超过1.4万名杂交水
稻专业技术人才，在非洲启动建设 13个农业发展与
减贫示范村，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农业生产和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近年来，中国有关方面创新农
业科技国际合作模式并取得丰硕成果，比如中国农
业大学探索出的“科技小院”模式。

“科技小院”是中国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的
创新模式，特点是农业科学领域研究生长驻生产一
线，在完成理论知识学习基础上，及时发现、研究
和解决农业农村生产者特别是为小农户面临的具体
问题。这一模式受到在世界银行、盖茨基金会、联
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的青睐和支持，“中非科技小院”
项目应运而生。2023年11月，在非洲东南部国家马拉
维，3个“科技小院”陆续揭牌，“中非科技小院”培养的
数名马拉维青年入驻，着手为本地农户提供科技服
务。除了马拉维之外，“中非科技小院”项目还为埃
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十多个非洲国家
培养了一批农业科技人才。源自中国、具有当地特
色“科技小院”在非洲陆续开办起来。

金秋十月，在京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为推进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农业科技
合作注入强劲动力。本届论坛发布的369项务实合作
项目清单中包括一批与中国有关的双边或多边农业
科技项目。比如，中方与阿根廷方签署在中拉可持
续粮食创新中心框架下的合作谅解备忘录。中方与
埃塞俄比亚签署高级农业专家技术援助项目立项换
文。中方继续在卢旺达、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等国
开展菌草技术推广合作，在乌干达等国推广多年生稻
技术。中方与乌兹别克斯坦开展农业技术研究推广
合作、节水灌溉研究与推广合作，在印度尼西亚建
设中国—印尼棕榈园区农机化服务中心。这些项目
的实施必将进一步促进农业科技共同体建设，推动
中外农业科技合作迈上新台阶。

2023年终中国科技盘点之农业科技篇

科技创新赋能希望的田野
本报记者 张保淑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经过紧张激烈的
实物竞标，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203所计量车
团队终于战胜实力强劲的竞争对手，一举中标
计量车项目。

计量车是以计量任务为主的综合性保障车
辆，作为一个移动的计量实验室，该车的研发
成功，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有效解决了中国
计量保障“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此次计量车项目采取实物投标的方式，需
要参投方自筹经费研发一台计量车进行第三方
比测。面对一旦竞标失利“颗粒无收”的风
险，203所一致认为，该项目正是国家所需，又
是一次展示 203所计量综合实力的机会。“这个
活我们不仅要接，而且一定要做好！” 203所所
长葛军一锤定音，所属各单位迅速集结精兵强
将，组建了计量车团队。

团队成立伊始，面对远超以往的技术指标
要求和巨大的竞争压力，大家的心里都没有
底。葛军不断给大家鼓劲，帮助团队牢牢把控
创新攻坚主线，协助团队解决实际困难。经过
反复推敲论证材料和设计方案，团队在3个月内
优化设计方案近百处。在充分考虑指标覆盖型
和产品可靠性的前提下，通过开拓创新，形成
竞争优势。

面临评标文件中 110多项比测项目，时频、
电磁等 6项技术攻关，团队队长曹开带领大家，
每天忙于发现和解决问题。

队员长文手中有一本已经泛着黄色，卷着
边儿的招标书，被大家称为“百宝书”。这本书
不知道被翻了多少遍，边沿处已经磨烂了。队
员犹如备考学生，每天捧着这本“百宝书”对
照比测细则，逐项拉条挂账，对每一项指标进
行台账式、清单式管理，深入研究指标后再进
行分解设计，从设计源头保障指标最优。

针对计量车设计中需要使用的外部专业设
备，队员泰营带领团队成员对产品的使用方法、
性能指标等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准备。经过对技
术指标反复推敲论证，团队在满足指标的情况
下选取出最符合要求的设备，实现了指标可靠、成本可控的目标。

在计量车研制过程中，为提高产品的自动化程度，队员积极创
新，使用信息化技术和传感器技术赋能产品，自研了计量综合检定
平台和高精密的恒温恒湿系统。计量综合检定平台针对计量任务的
领取、分配、工作实施、证书生成建立了一套信息化可追踪的流
程，实现了自动化检定，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高精密的恒温恒湿
系统可以精确控制计量工作区域温度，可在实际工作中方便快捷达
成开展计量工作的必要条件。

“微创新”解决科研生产“大问题”，经过团队的齐心攻坚，整
车的研制生产进度比竞标对手提前半个月，团队利用这段拼出来的
宝贵时间进行了充分的高低温、跑车等摸底试验，有效提升了产品
质量。

竞标开始。在比分紧咬的胶着状态，面对巨大的心理压力，团
队一分一分地争取。经过历时长达6个月第三方比测试验，团队最终
击败了强劲的竞争敌手，一举夺魁！那一刻，团队成员激动地拥抱
在一起。

竞标成功之后，团队迅速投入整车研制阶段。2022年底，团队
奔赴创下极寒天气纪录的中国北疆开展测试。这是对车辆的一次

“大考”。在“大考”前的每天晚上，曹开都组织参试队员开展“头
脑风暴”，深究测试大纲中的细节，对测试次数、计量时间反复斟
酌，对测试顺序、计量项目进行周密部署。

计量参数S参数项目负责人小杨，主要负责测试驻波比、S参数插
损等项目的现场考核，这是决定试验成败的关键环节。为保证万无一
失，小杨做足了准备。“开机预热——单端口校准——连接耦合器——
判定耦合器指标——评估稳定性”，这套计量流程，小杨每天反复练习
不下百遍。

跑车试验在荒无人烟、满目林木与皑皑白雪的公路上进行，车
辆行驶在积雪覆盖的路面上，非常容易打滑，必须小心沿着车轮的
印记行进。再加上沿途有4个小时没有手机信号，进一步增加了此次
跑车试验的风险。队员占东跟团队约好，每天下午4时左右行驶到信
号覆盖区时，就会给团队打一个电话报平安，如果没接到这个电
话，大家就要赶紧去寻找他们的踪迹。

最终，经过全长1500公里的冰雪路面跑车试验，全车设备经受
住了考验，试验记录显示全部设备均保持性能完好，达到了大纲要
求，试验取得成功。 （吴 巍）

2023年，中国继续在农业科技创
新和应用方面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

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大力推动农
业种质创新，培育出更多高产、优质
的作物品种类型，研制出更多性能优
良的农业机械并应用于农业生产，进
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随着现代信息科技的发展，大数
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深度融合，
继续给中国农业生产全过程带来深刻
变革，促进智慧农业获得长足进步。
同时，中国继续致力于推动农业科技
国际合作与交流，使农业创新成果更
好惠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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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王明峰） 近日，2023第十一届品牌农业发展国际
研讨会在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举行，研讨会主题为“数智新时代：
全球产业链升级”。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四川省农业农村
厅、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成都市农业农村局、蒲江县人民政府承
办。研讨会邀请来自泰国、法国等国家专员和驻华使领馆代表出
席。与会嘉宾围绕大会主题共同探讨数智新时代下，全球农业的机
遇与挑战，寻求全球产业链升级的新路径。

会上，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与泰王国农业与合作社部
稻米司签订工作协议，与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政府、四川省蒲江县人
民政府进行战略合作签约。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数字化平
台省部共建交易市场板块正式启动。

第十一届品牌农业发展
国际研讨会召开

江苏省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在校园开辟童耕园，让孩子们参与
播种、施肥、采摘、择菜、炒菜的全过程，在实践中体会劳动的乐
趣和价值。图为学生近日在童耕中心采收。 翟慧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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