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滴油、 一碟菜、 一杯茶，
碗里杯中， 都关系着老百姓的民
生。 春节前夕， 记者跟随致力于
破译 “食物密码” 的科研人员一
起 ， 走进实验室 、 来到田间地
头， 探访能像大豆一样榨油的水
稻、 盐碱地上长出来的蔬菜、 口
感更香浓的龙井， 感受科技进步
带来的舌尖上的改变。

高油脂的水稻
水稻能不能像大豆一样多出

油？ 记者跟随中国水稻研究所水
稻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张
健研究员来到实验室。

实验台柔和的灯光下， 摆放
着一排排装有水稻种子的培养
皿， 这些种子经过特殊处理后，
正孕育着改变未来的希望。

“这是一种油脂含量媲美大
豆的水稻， 未来有望成为一种重
要的替代油脂来源 。” 张健说 ，
过去几年里， 他们利用合成生物
学手段， 将水稻种子油脂含量从
2.3%提升至11.7%， 为目前已报
道成果的淀粉类粮食作物中的最
高油脂水平。

长期以来， 我国包括大豆在
内的油料作物依赖进口， “端稳
中国 ‘油瓶子’” 成为农业科技
工作者们的目标。

相较于油料作物， 水稻虽然
油脂含量偏低， 但产量很高。 于
是张健团队决定另辟蹊径， 通过
改变水稻的特性， 让其能保持水
稻既有的高产， 又能在种子中产
出更多油脂。 为了找到并确定关

键基因， 科研团队夜以继日筛选
了1000多份样本， 测试了近50个
基因。 水稻研究必须遵循自然规
律， 一次完整的实验往往需要跨
越一个春秋。

目前不少商超也有米糠油出
售， 它们与处在科研当中的水稻
油有什么区别？ 张健说， 米糠油
是由稻谷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米
糠， 进行再加工得到的一种食用
油。 “和市面上销售的米糠油相
比， 目前我们得到的高油脂水稻
中的油脂含量大幅提升， 下一步
还需要提升不饱和脂肪酸的含
量， 让 ‘油’ 更健康。”

张健表示， 目前研究的阶段
性成果， 还没有达到团队的 “终
极目标”， 保守估计至少还要2至
3年才能达到 “理想状态”。 目前
的试验稻产量还有待提高， 还需
大量实验来寻找 “产量” 与 “出
油量” 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实现
两者同步提升。 但对于水稻油的
研究和未来的落地应用， 他们很
有信心。

盐碱地上长出来的蔬菜
这几天， 中国工程院院士、

浙江大学教授喻景权格外牵挂远
在新疆喀什的200多个蔬菜温室
大棚。

“气温怎么样 ， 长势怎么
样， 肥料浓度是多少？ ……” 刚
得空， 喻景权就拨通了新疆佳景
农业公司负责人张伟的视频电
话。 张伟的农场， 53个大棚的番
茄苗刚开出花。

“眼下正是我们选育的 ‘喀
什红’ 番茄的生长季。 采用我们
的技术， 看似贫瘠寸草不长的盐
碱地和戈壁滩也能变 ‘宝地’。”
喻景权说。

放下电话， 喻景权带着记者
走进浙江大学农科创试验中心。
穿行在一排排种植了番茄秧苗的
无土栽培系统中， 他说， 他和团
队多年致力于推动戈壁设施农业
发展和盐碱地治理， 相关技术已
经在新疆、 甘肃、 宁夏多地以及
浙江的海岛得到应用。

在甘肃酒泉戈壁中， 成片蔬
菜温室里郁郁葱葱， 十多年来，
喻景权和浙大师生到酒泉去帮助
当地生产优质蔬果、 发展戈壁农
业， 从2008年的三分地发展到如
今的10余万亩。

在浙江舟山岱山岛上， 本是
晒盐制盐的盐田摇身一变成为岱
山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在园区的
未来农场内， 无土栽培的蔬果层
层叠叠， 铺展开来。 “喻景权院
士团队的盐碱水淡化设备和技术
的研发， 将盐碱水中的钠、 氯等
离子有效分离出来， 不但解决了
农业用水难 ， 还降低了用水成
本。” 浙江海宙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项目负责人胡斌说。

“我们研发的新一代无土栽
培系统， 可持续使用5年， 实现
管理的自动化； 新型盐碱水淡化
设施， 一台机器每天出水50吨左
右 ， 可满足20亩左右的番茄种
植。 材料更节省、 控制更精准。”
喻景权说。

喻景权介绍， 以前一个农户
只能种一个棚， 还可能种不好。
用上他和团队的技术后， 可以管
理2.5个棚 ， 一年可以增加几万
元收入。 人们吃上好蔬果、 有了
好收入， 不仅如此， 思想观念在
改变、 科学素质在提升， 这是他
最乐于看到的。

采访结束时， 喻景权的手机
里又收到了发自新疆大棚农场的
图片。 “目前技术应用已基本成
熟， 不仅是番茄， 以后也能种西
梅、 蓝莓和其它经济作物。 新的
一年我们还要将大棚增加至400
个。” 他说。

茶香悠悠的龙井
冬日时节， 阳光洒在层层叠

叠的茶树上，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
叶研究所的专家们正穿梭于茶
园， 仔细观察茶树的生长态势，
为将于几个月后上市的春茶提前
做好研究和准备。

在西湖边扎根60余年的中茶
所， 是我国唯一一家以茶为研究
对象的国家级综合性研究机构。

“优良茶叶品种的选育和推
广， 一直是我们几代中茶人最重
要的工作。” 中茶所茶树资源与
改良研究中心研究员曾建明说。

在第一代龙井茶种 “群体
种” 基础上， 中茶所科研人员先
后育成第二代品种 “龙井43” 和
第三代品种 “中茶108”。

20多年前， 浙江茶园无性系
良种化率只有大约32.6%。 正是
依靠 “龙井43” 等茶树品种的推

广， 让浙江茶园无性系良种化率
在20年间提升至75%以上， 超过
全国平均水平。 在 “龙井43” 的
基础上， 中茶所科研人员又育成
“中茶108”。

据介绍， “群体种” 通过茶
籽落地发芽自然成长繁殖， 多品
种共生， 植株间差异大， 导致了
鲜叶大小不一， 发芽时间也不一
致 。 “龙井 43” 相较于 “群体
种”， 无论是品质、 产量还是效
益， 都是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而 “中茶108” 发芽特早 ， 在保
持 “龙井43” 的优良特性外， 抗
寒性、 抗旱性、 抗病性更强， 持
嫩性强、 氨基酸含量更高， 加上
适宜的制作工艺 ， 容易有兰花
香， 滋味鲜爽。

三代龙井茶种的更迭， 不仅
品质更优、 抗性更强、 口味更丰
富， 还能让茶芽期提前7至15天
萌发。

“俗话说 ‘早采三天是个
宝’， 茶叶开采期与茶叶成品质
量、 价格息息相关。” 曾建明说。
优良的茶树品种是茶叶生产的根
本和基础， 直接关系着茶好不好
喝、 好不好卖， 也关系到茶农的
收入。

如今， 以科技为先导， 优质
茶树新品种的更多可能性， 在国
家茶树种质资源圃 （杭州） 中孕
育。 来自全球各地的3700多份茶
树种质资源， 以活体的形式被保
存在这片土地上。 科技的力量正
让中国茶更香、 更浓。

据新华社

2月9日，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义乌国际商贸城迎来蛇
年开市。 市场商户准备就绪， 迎接全球客商前来采购。 图为舞龙队在
现场进行表演。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
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
推动风电、 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
上网电量全面进入电力市场。

通知提出， 按照价格市场形
成、 责任公平承担、 区分存量增
量、 政策统筹协调的总体思路 ，
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
革， 推动新能源上网电量全面进
入电力市场， 上网电价通过市场

交易形成； 同步建立支持新能源
可持续发展的价格结算机制， 区
分存量和增量项目分类施策， 促
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通知明确， 创新建立新能源
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 对存
量项目， 纳入机制的电量、 电价
等与现行政策妥善衔接； 对增量
项目， 纳入机制的电量规模由各
地按国家要求合理确定， 机制电
价通过市场化竞价方式确定。 通
过建立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

制， 既妥善衔接新老政策， 又稳
定行业发展预期， 有利于促进新
能源可持续发展， 助力经济社会
绿色低碳转型。

通知要求， 各地要强化组织
落实， 周密部署安排， 主动协调
解决改革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 加强政策宣传解读， 及时回
应社会关切； 加强政策和工作协
同， 强化价格改革与规划目标、
绿证政策、 市场建设、 优化环境
等协同， 确保改革平稳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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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科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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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发文 推动新能源上网电量全面进入电力市场

新华社电 江苏省农业农村
厅近日正式印发 《江苏省 “新农
人” 培育三年行动计划 （2025—
2027年）》， 行动计划提出， 充分
发挥 “新农人” 联农带农作用，
江苏全省力争到 2027年底培育
“新农人” 头雁1000人 ， 带动培
育 “新农人” 雁阵10000人 ， 搭
建起结构合理、 梯次分明、 素质
优良的人才矩阵。

行动计划明确， 聚焦返乡下
乡大学生、能人、退伍军人等创新
创业群体，培育眼界宽阔、敢于拓
展的“新农创”队伍； 建设一批实
训场所， 培育一批在农业细分领
域具有过硬专业本领的“新农匠”
队伍； 围绕集中育供秧、 统防统
治、粮食烘干等重要环节，培育一

批精于业务、 能力突出的 “新农
服”队伍；围绕电子商务、直播销
售等新业态，培育一批懂农业、懂
电商、懂品牌、懂市场的“新农商”
队伍。 江苏还鼓励地方开展校地
合作，培育知农爱农、群众认可的
“新农干”队伍。

行动计划提出， 鼓励地方与
组织 、 人社等部门加强沟通衔
接， 把 “新农人” 培育纳入人才
培养计划， 鼓励 “新农人” 参加
乡土人才职称评价， 探索开展农
业职业经理人、 农业领域高技能
实用人才技能认定评价等， 协同
推进 “新农人” 培育， 推动全省
“新农人 ” 发展生态持续优化 ，
为江苏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人才和
智力支撑。

江苏：到2027年底培育“新农人”头雁1000人

春潮涌动，机械轰鸣。
在珠江口， 一座新的超级工

程的大桥主塔已经“长高”至86.5
米，正向着342米的目标“拔节生
长”， 建成后相当于100多层住宅
楼的高度。

这是建设中的狮子洋大桥施
工现场。 狮子洋大桥是狮子洋通
道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 主跨
2180米， 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
技术难度最大、 建造工艺最为复
杂的桥梁之一。

狮子洋通道项目连接广州市
南沙区和东莞市虎门镇， 全长约
35公里，双向8车道。其中，过江段
采用双层桥梁方案， 是珠江口第
一条双层过江通道。

在珠江口东岸的东莞沙田镇
的施工现场， 狮子洋大桥的东主
塔正进入主塔横梁施工阶段。建
设者们有的在焊接钢筋， 有的在
吊运材料。12根引桥墩柱成对排
列，勾勒出平滑优美的弧线，向远
处直径127米的超大锚碇延伸而
去。

“春节期间，76名建设者坚守
岗位持续攻坚。”保利长大狮子洋
通道T9标项目总工匡一成说，目
前，标段内东主塔、东引桥和东锚
碇等重点施工区域已有序恢复生
产作业， 预计今年底狮子洋大桥
的主桥塔高可突破200米。

在珠江口西岸的广州南沙
区， 狮子洋大桥的西锚碇一个月
前刚完成填芯施工。目前，狮子洋
大桥的东、 西锚碇双双进入顶板
施工的新阶段。

“锚碇是悬索桥中主缆索的
锚固构造，承受着主缆索的拉力，
它像巨大的‘秤砣’一样，将主缆
稳稳地固定在混凝土中。”中交二
公局狮子洋通道T7合同段项目经
理霍凯荣说，面对施工环境复杂、
大体积混凝土抗渗抗裂质量控制
困难等问题， 建设者们通过搭建
数字化管理平台、 研发大体积混
凝土智能温控系统等措施， 保证
锚碇顺利完成填芯。

站在狮子洋大桥施工现场 ，
南侧的虎门大桥和北侧的南沙大

桥清晰可见，大桥巍峨耸立、跨越
珠江，车流不息。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充满
活力， 一座座跨江通道不断加速
珠江口东西两岸的人流、 物流和
信息流的流动。”广东交通集团狮
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鲜荣说，
狮子洋通道建成后， 将为珠江口
东西两岸融合发展开辟新的重要
通道。

在粤港澳大湾区，有6条跨江
跨海通道已建成通车 ， 分别是
1997年通车的虎门大桥 、2008年
通车的黄埔大桥 、2018年通车的
港珠澳大桥 、2019年通车的南沙
大桥 、2024年通车的深中通道和
黄茅海跨海通道。

“新的一年， 我们将围绕超
2000米级桥梁智能制造、 智慧梁
场生产线迭代升级、 项目建设数
字化转型升级等内容， 把产业升
级与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紧密结
合， 推动我国桥梁建造取得新进
步、新发展。”鲜荣说。

据新华社

“世界超市”新春开市双层过江
———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初显“真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