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环境保护部9日公
布了对山东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和山东唐骏欧铃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违反大气污染防治制度的行
政处罚决定， 对两家企业共罚款
超过3800万元。 这是环保部首次
对汽车生产企业开出罚单。

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田为
勇介绍， 山东凯马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生产的8台轻型柴油货车排
放的碳氢+氮氧化物、 一氧化碳
超过排放标准； 生产的318台重
型柴油货车的OBD系统功能性
检测不合格， 污染控制装置弄虚
作假、 以次充好， 冒充排放检验
合格产品出厂销售。

他说， 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
有关规定， 环保部责令凯马公司
改正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货值金额二倍的罚款。 以上
各项罚没款共计3174万元。

据介绍， 山东唐骏欧铃汽车
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109辆轻型
柴油货车排放的碳氢+氮氧化

物、 一氧化碳排放超标。 环保部
责令唐骏欧铃公司改正生产超过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违法行
为， 罚没款共计703.63万元。

田为勇说， 案件表明了环保
部对违法排污的 “零容忍 ” 态
度， 将对同类环境违法行为起到
强烈震慑作用。 同时， 也表明一
个重要信号， 即要对机动车进行
严厉管控。

环保部表示， 将逐步建立完
善机动车环境监管的长效机制。
一方面， 加快建立完善事前信息
公开制度、 事中达标监管制度、
事后环保召回制度 “三位一体”
的机动车环境监管体系， 将机动
车环境管理纳入环境保护监测和
监管执法体系。 2017年年底前，
全部在用车定期检验机构已完成
国家、 省、 市三级联网， 目前正
在加快推进遥感监测网建设和数
据联网， 通过大数据分析筛选超
标车辆， 为实现新车生产企业精
准化监管奠定基础。

新闻06【国内】

国家科技奖3项授予“水稻科学家”
预示百姓饭碗将发生哪些革命

新华社电 2017年入冬以来，
我国流感活动水平上升较快， 很
多人感觉今冬流感 “来势汹汹”。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副局
长焦雅辉９日就此回应说， 今冬
流行的优势毒株已有多年未成为
优势毒株， 导致人群缺乏免疫屏
障， 易感人群增多， 这是造成今
冬疫情高发的原因之一。

中国国家流感中心最新数据
显示， 2017年第52周， 我国南、
北方省份流感活动仍均处于冬季
流行高峰水平， 且仍呈现上升趋
势。 目前检测到的主要流感病毒
为乙型Yamagata系病毒。

焦雅辉在当天举行的国家卫
计委新闻发布会上说， 今冬流行
的流感病毒未发现影响流感病毒
传播力、 疾病严重性和耐药性的

变异 。 现有的神经氨酸酶抑制
剂， 比如奥司他韦 （达菲） 等抗
病毒药依然是有效的。

据了解， 国家卫计委已组织
专家制定了 《流行性感冒诊疗方
案 （2018版）》， 要求对老年人、
儿童、 孕妇、 有基础性疾病的重
点人群要及时治疗和使用抗病毒
药物， 对重症患者要集中收治到
具备条件的医院， 派驻省级专家
到医院加强指导。

虽然流感病毒 “来势汹汹”，
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关专
家指出， 总体上， 近期全国的流
感病毒活动仍处在较高水平， 但
各地区流行水平和高峰时间会有
所差异， 预计多数地区随着学校
和托幼机构放寒假， 季节性高峰
将出现回落。

今冬流感为何“来势汹汹”？

1月9日， 戏曲老师向文艺骨干和文化志愿者教授秦腔戏曲表演的
基本动作。 当日， 2018年银川市文化艺术馆 “文化惠民·传承经典”
戏曲骨干培训班开班。 由银川市文化艺术馆邀请器乐、 戏曲老师， 针
对来自基层的400多名文艺骨干及文化志愿者进行为期10天的系统培
训。 培训结业后， 文化骨干和文化志愿者将在基层为百姓开展免费文
艺表演、 教学等活动。 新华社发

培养文艺骨干 为农村文化添活力

环保部首次处罚两家汽车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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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时时代代 新新气气象象 新新作作为为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 确
保国家粮食安全， 把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水稻
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主要口粮作
物。 多年来， 我国水稻科学家
不断取得突破 ， 用科 技 创 新
为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生
物技术发展。 “嘉优中科” 系
列新品种背后 ， 就是中国科
学 院 战 略 性 先 导 科 技 专 项
（Ａ类） “分子模块设计育种
创新体系”， 其定位为 “解决
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重大科
技问题”。

寒地早粳稻区生态条件特
殊 ， 种质品种为早粳稻生态
型， 存在生育期短难创高产、
稻瘟病和低温冷害频发难以稳
产等问题， 导致日本品种长期
占主导地位。

潘国君团队创新 出 一 些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高
产多抗寒地早粳稻 ， 极大推
动了寒地早粳稻产业的发展 ，
为提升粳稻育种水平 、 保障
粮食安全做出重大贡献。

袁隆平认为 ， 我国人口
多、 耕地少， 保障粮食安全，
必须通过科技进步提高单位面
积的产量。 近２０年来， 他领衔
杂交水稻超高产攻关， 相继实
现中国超级稻第一期至第四期
大面积示范种植亩产７００公斤、
８００公斤、 ９００公斤和１０００公斤
的目标。

“海水稻 ” 不仅能改造盐
碱地 ， 而且能增加粮食总产
量， 对保障我国和世界的粮食
安全意义重大。 袁隆平团队提
出： 用３年时间， 让耐盐碱水
稻的抗盐碱能力超过 ６‰且

亩产３００公斤以上； 再用５年时
间， 实现稻作改良盐碱地技术
产业化， 为国家增加１亿亩耕
地， 多养活８０００万人口。

自１９７９年我国杂交水稻走
出国门， 已经在数十个国家和
地区进行了研究和推广， 给当
地带来了显著的增 产 增 收 。
记者了解到 ， 几十年来 ， 我
国不仅为一些国家培训了数
以万计的学员 ， 还长期派出
专家实地指导当地杂交水稻
研究。

中国杂交水稻造福于人
类， 为我国赢得国际声誉。 袁
隆平说 ， 我们要推动杂交 水
稻在全世界的发展 ， 帮助更
多耕地资源稀少的国家拓荒
变田 ， 助力解决世界粮食安
全问题。

据新华社

国家卫计委：今冬流行的优势毒株发生变化

科技正在中国掀起一场 “饭碗里的革命”。
８日出炉的２０１７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有３项水稻研究成果和团队上

榜：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洋等完成的 “水稻高产优质性状形成的分子机理
及品种设计” 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袁隆平杂交水稻创新团队获科技进步奖
（创新团队奖）； 潘国君团队完成的 “寒地早粳稻优质高产多抗龙粳新品种选育及应
用” 获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用不到世界８％的耕地养活世界２０％左右的人口， 粮食安全始终是中国农业发展
的主题。 水稻育种技术的多项突破， 不仅使水稻产量持续提高、 种植地域大大扩展，
更迎来稻米 “量身定制” 时代。

２０１７年 是 “杂 交 水 稻 之
父”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
平创新团队的丰收年：

９月， 生长在黄海之滨一
片咸水中的特殊水稻———袁隆
平团队培育出的最新 “海水
稻” 喜获丰收， 在６‰盐度的
咸水灌溉条件下正常生长结
实 ， 最高亩产达到历史性的
６２０．９５公斤。

１０月， 在河北邯郸市的超
级杂交稻示范基地 ， 袁隆平
团队 选 育 的 超 级 杂 交 稻 品
种 “ 湘 两优 ９００” 实现亩产
１１４９．０２公斤 ， 创下世界水稻
单产最高纪录。

２０１７年， 袁隆平创新团队
在云南、 陕西等１３个省区市建
立了３１个超级杂交稻百亩连片

高产攻关示范点 ， 实施 “良
种＋良田＋良法＋良态” 的 “四
良” 配套技术， 取得了超级杂
交稻超高产的重大突破。

早在１９９７年， 袁隆平即领
衔牵头 “中国超级杂交水稻”
研究。 现在， 杂交水稻 在 中
国 的 年 种 植 面 积 超 过 ２．４亿
亩 ， 占 水 稻 总 种 植 面 积 的
５７％ ， 产量约占水稻总产的
６５％ 。 杂 交 水 稻 年 增 产 约
２５０万吨 ， 每年可多养活７０００
万人口。

如果说袁隆平团队的探
索， 使水稻种植在产量上大幅
提高 、 地域上大为拓展 ， 那
么， 李家洋团队完成的应用于
水稻高产优质分子育种， 则为
突破水稻的产量瓶颈， 提供了

新的思路和有价值的基因资
源， 被誉为 “一次新的绿色革
命的开始”。 他们成功克隆出
水稻理想株型基因ＩＰＡ１， 同时
建立了高效、 精准的设计育种
体系。

“‘分子设计’ 育种是世界
作物遗传改良领域最先进的技
术， 就像组装一台电脑， 人们
想要什么样的水稻， 育种专家
就可以把相关的水稻基因组合
在一起。” 李家洋说。

另一个获奖团队———黑龙
江省农业科学院佳木斯水稻研
究所潘国君团队， 历经２０多年
研究， 创新出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寒地早粳稻 “龙粳 ” 系
列， 解决了寒地早粳稻品种难
创高产和稳产问题。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
对粮食需求既要吃得饱， 也要
吃得好。 然而， 国内大米口感
不佳 、 品质不高等问题长期
存在。

“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对
水稻性状控制机理不明晰 。”
李家洋说， 水稻产量与稻米品
质分别由多个基因控制， 不同
基因之间相互影响， 组成了复
杂的 “调控网络”。

通过多年研究， 李家洋团
队确定了调控水稻产量和品质
的主效基因， 并阐明了其分子
机理。 在此基础上， 通过分子

设计育种技术， 可以精准选出
高产与优质的控制基因 “组
装 ” 在一起 ， 从而破解水稻
“高产不优质 、 优质不高产 ”
的难题。

“实现高产与优质的结合，
只是分子设计育种的第一步。
通过基因精准组装， 未来分子
育种可实现更多优良性状的聚
合， 像设计工业品一样设计水
稻， 对稻米 ‘量身定制’。” 李
家洋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李振声认
为， 分子设计育种将带来育种

理念的全面革新。 未来可以根
据不同人群的健康需要， 针对
性设计出富含不同营养元素的
水稻。

袁隆平团队核心育种专家
邓启云表示， 他们选育的超级
杂交稻已实现高产与优质有机
结合 ， “Ｙ两优９５７” 等品种
实现了超高产， 同时米质达到
国标二级优质米标准。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决胜期。 在我看来，
小康社会就是要实现从过去的
‘吃饱’ 向 ‘吃好’ 转变。” 袁
隆平说。

获奖关键词：水稻产量继续攀高、地域大为拓展、基因组合培育、寒
地高产稳产

稻米从高产迈向优质， 吃得饱也要吃得好

为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

罚款超38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