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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秋临近，

土月饼逐渐走俏。

8

月

25

日，安徽省黄

山市徽州区潜口镇

澄 塘 村 吴 家 糕 点

坊， 工人正在赶制

手工月饼。

据了解， 吴家

糕点坊成立多年，

所有工序均采用手

工， 生产的月饼甜

而不腻、口口生香，

深受市场青睐，日

均生 产

3000

个 月

饼，仍然供不应求。

程向阳 摄

“全国人民都知道杂交水稻的贡献，但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杂交水

稻研发成功并应用推广之前，正值粮食紧缺的困难时期，杂交高粱的育成和推

广使高粱亩产实现翻番，为解决当时北方老百姓的口粮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

八月中旬，“杂交高粱成功推广应用

60

周年座谈会暨杂粮高质量发展战

略研讨会”在山西农业大学龙城校区召开。中国科学院院士、崖州湾国家实验室

副主任钱前在回顾杂交高粱的培育历史时如是表示。

钱前介绍， 在杂交高粱领域， 涌现了以山西农科院为代表的多个科研单

位，以及牛天堂、徐冠仁等一大批科学家、育种家，他们勇于创新、勤于探索，用

智慧和汗水铸就了粮安家国的基石。

土月饼 俏市场

杂交高粱曾是我国

亿万家庭的救命粮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

代，高粱适应性强、耐旱性好的

特点使其成为我国北方地区重

要粮食作物。

1956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

原子能利用研究所， 也就是中

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的前

身之一的徐冠仁院士， 从美国

引进了高粱雄性不育三系实验

材料和技术，与中国高粱杂交，

开创了我国杂交高粱育种的先

河。然而，第一代杂交高粱虽有

强大的杂种优势， 但高秆倒伏

严重，在生产上推广受阻。

1964 年，山西省农业科学

院牛天堂研究员发现暴风雨后

的矮秆高粱“三尺三”，由此育

成了我国第一个中矮秆高粱杂

交种晋杂 5 号，明确提出了“二

矮型”恢复系育种方案，实现了

高粱的矮秆化， 使当时高粱单

产水平翻了一番， 为解决当时

的粮食短缺问题作出了重大贡

献， 推动了杂交高粱全国范围

大面积推广，于 1978 年获全国

科学大会奖。

得益于晋杂 5 号及其衍生

系的育成和推广， 杂交高粱在

全国的种植面积也由 1965 年

的 1000 多亩快速飞升至 1973

年的 4500 多万亩，其中“晋粱

5 号”和“晋辐 1 号”两个骨干

恢复系占当时全国高粱恢复系

的 45%。

利用生物育种技术

促进高粱新突破

近年来，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

们生活水平提高， 高粱已经由口

粮为主转变为加工、饲用等用途。

育种科研人员为杂交高粱的应用

探索出新方向，如酿酒专用的“晋

杂 22 号”，适于机械化收获的“晋

杂 34 号”“晋粱 211”等。 由山西

农业大学科研团队选育的晋糯 3

号酿酒专用新品种， 凭借其产量

高、抗性强、品质好的特点，近年

来， 在全国 13 个省份表现优异，

受到广大农户认可。

但与此同时，当前的杂交高

粱选育与市场需求还有不少差

距，还亟待实现株型、品质、宜机

收等方面的更大突破 。 钱前建

议，下一步，高粱的发展方向要

面向产业需求，以丰富的种质资

源挖掘和利用为基础，利用先进

生物育种技术，尤其是发挥山西

杂粮中心的优势，加快产业急需

的加工、 饲用高粱的选育和开

发，为全产业链发展提供技术支

撑。 要充分发挥高粱在中低产田

和边际土地中的优势。 同时，要

继承老一辈科学家开放、 包容、

共享的精神，继续紧密合作。

除高粱之外， 地处黄土高原

的山西省，由于独特的地形地貌，

发展演化成旱作农业大省、 特色

农业资源大省， 素有“小杂粮王

国”之称。 为探索杂粮高质量发展

之路，2023 年 2 月， 山西省后稷

实验室落户山西农业大学， 是全

国唯一聚焦杂粮生物育种的省级

实验室 ， 以中华农耕文明的始

祖———后稷为名， 意在彰显山西

农业科学界在杂粮领域敢为人

先、勇做第一的雄心壮志。

山西农业大学副校长（山西

省农科院副院长）、 后稷实验室

主任孔照胜介绍，实验室围绕谷

子、高粱、食用豆、荞麦和藜麦等

重要杂粮作物存在的重要科学

问题和重大技术需求，设置了杂

粮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重要功

能基因发掘与分子机制解析、杂

粮精准分子设计育种，以及杂粮

作物分子农场及功能产品研发

等四大研究方向。

“实验室成立之初 ，现代生

物学研究前沿在杂粮领域的运

用还在起步，尚未形成成熟的体

系， 尤其是各种基因功能验证、

生物技术创新杂粮种质等研究

所必需的杂粮遗传转化和基因

编辑工作， 仍是最大的‘拦路

虎’。 ”孔照胜介绍，成立以来，后

稷实验室研究人员大力开展杂

粮生物育种攻关，获批多项国家

或省部级重大、重点项目；还组

织山西特色杂粮品种包括晋谷

21 号、高粱晋糯 3 号的父本和母

本、绿豆并绿 2 号等材料搭载神

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进入空间站，

参与国家空间诱变试验。

（宋雅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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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高粱推广应用

60

周年

小杂粮如何再迎新突破

国内棉价涨势难持续？

眼下，新疆多地棉花开始吐絮，新棉上市时间预

计比去年提前。 此时，虽然国内棉市临近“金九银十”

需求旺季，但纺织企业开机率仍呈下降趋势，棉纱等

棉花制品库存仍居高位。 籽棉开秤价如何，轧花厂还

会抢收吗？

8 月 28 日， 来自四川的棉花贸易商喻兰正在新

疆呼图壁县调研棉花长势。从她实地调研及掌握的新

疆整体情况分析，今年新疆大部分棉花吐絮较常年偏

早，预计 9 月上旬将进入吐絮盛期。

“棉花长势十分好，当前我们正根据天气变化情

况， 对棉田适时适量灌水， 下一步就要喷施脱叶剂

了。”新疆新和县棉花种植大户杨康表示，多数棉田籽

棉预计单产为 450~500 公斤。

新疆呼图壁县及周边地区棉花长势是近年来最

好的， 当地棉农预计喷施落叶剂的时间在 9 月 10 日

左右。由于棉花长势太好，预计需要喷施两遍落叶剂，

籽棉采摘时间或比去年提前 4~5 天。

“目前，有不少轧花厂仍在检修，多数轧花厂没

有外包出去。 ”新疆奎屯市一家棉花贸易公司负责人

告诉记者，今年轧花厂外包遇冷，但这可能是一件好

事。 一是今年多数轧花厂将由业内人士经营，经营成

本预计会大幅降低。 由于多数轧花厂没有了“挣回承

包费”的压力，在籽棉上市后自然也没有抢收的动力。

二是农村信用社、银行等金融机构今年对籽棉收购资

金的监管预计较为严格，往年轧花厂可以进行“后点

价”，今年大概率不会大量出现“后点价”情况。 三是

轧花厂的心态预计较为理性，现阶段下游需求明显不

好， 轧花厂普遍预计籽棉开秤价在 5 . 5 元 / 公斤

左右。

据了解，籽棉开秤价预期较低还与棉籽收购

价大幅走低有关 。 7 月以来， 新疆多地棉籽收购

价持续下行 ， 当前只有 1 . 9 元 / 公斤左右 ， 远低

于去年同期的 3 . 1 元 / 公斤左右 ， 处在近 5 年来

较低的区域 。

“从下游需求分析 ，‘金九银十 ’旺季启动的

迹象不明显 ， 棉花需求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虽

然近日国内棉花价格追随国际棉价有所反弹 ，但

反弹驱动力不足 。 ”浙江宁波市一家纺织企业负

责人认为 ，受棉花产区出现干旱天气影响 ， 美棉

生长优良率预计下降 ，支撑美棉价格 。 一旦后期

国际棉价回落 ，预计在新增供应压力面前 ，国内

棉价将重归下行通道 。

近期，湖北、河北已有零星新产籽棉上市，小商

贩收购价为 6.2~6.6 元 / 公斤， 比去年同期低 2 元 /

公斤左右，棉农有所惜售。

（据金融界）

山西武乡：

变“草”为“宝”

艾草飘香致富路

早秋时节，天朗气清。 走进武乡县韩北镇大坪村

艾草种植基地，开垄机正在田间地头来回穿梭。 另一

边，开沟、栽苗、培土、压实……处处闪动着农户们忙

碌的身影，大家投身于艾草种植的热潮之中，描绘出

一幅生动的农忙图景。

“我在基地主要负责种植、施肥、除草，艾草成熟

了就来收割，一年能挣两万多块钱。”大坪村村民马国

岗高兴地说，自从种上艾草，他的生活像芝麻开花一

样节节高。

韩北镇大坪村位于太行山腹地，前些年以种植

传统农作物为主，老百姓种植效益不高，导致很多

土地处于低产或撂荒状态 。 经过多方考察调研，支

村“两委”和村民代表共同协调流转了 1500 亩土地

用于发展艾草种植，艾草耐贫瘠干旱、易管理 、产量

高、效益好，小小艾草成致富草 ，撂荒地也变成了

“金土地”。

小小艾草，浑身是宝。艾草在中医药理中有祛湿、

散寒、止血、消炎等治疗保健功效，经精深加工，制成

艾茶、艾条、艾皂、艾叶包等多种产品，成为了市场上

的“香饽饽”。

“我就在家门口干活，不仅把家庭照顾到了，一个

月还能拿到 3000 元左右的工资，年底还有租地收入，

日子越过越红火 !” 大坪村村民马芝兰笑呵呵地向笔

者说道。

艾草原本是生长在荒坡、田间沟渠的一种很常见

的药草，现在“野草”变“金苗”，成为致富的“金枝玉

叶”，大坪村走出了一条艾香四溢、富民强村的乡村振

兴路。

“通过‘农业产业园 + 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的

模式，艾草种植带动上百余名村民就业。 我们计划继

续扩大种植面积和产业规模，拓展延伸艾草种植产业

链， 做大做强艾草产业， 让咱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

好。 ”大坪村党支部书记魏志刚说。

“下一步，我们将做精做好艾草文章，用艾草铺出

一条致富路，让艾草成为乡村振兴新引擎。”韩北镇党

委书记冯俊杰信心满满地表示。

（据山西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