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晓帆

产业化推广为期不远

11月6日，在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用半咸
水浇灌的两块试验田中种植的320种海水稻材
料已经全部收割，科研团队在进行着紧张的考
种、筛选工作，他们将筛选出最强、最好的耐盐
碱品种。

“我们使用含盐量为千分之六的半咸水，
未来随着海水稻研究的继续推进，也会逐步推
进用更咸、更碱的水灌溉。”青岛海水稻研发中
心育种工程师杨红燕说，试验基地配有盐度调
节池，将海水引入到池子中，加入一定比例的
淡水，就可以配制出不同含盐量的半咸水。将
海水稻材料用配比后的半咸水进行灌溉，就能
筛选鉴定不同水稻试验材料的耐盐碱特性，而
后选取耐盐碱单株。

“现在，一年的试验基本结束，我们正在对
收获的种子进行分子鉴定、称千粒种、米质评
价等必要的测试，选取出有潜力的材料，于11
月下旬带到三亚南繁育种。”杨红燕告诉记者，
为了选出最强、最好的耐盐碱品种，就要综合
考虑抗盐碱性、结穗穗数、营养生长情况，通过
杂交整合各类性状优势，今年初步选出优势品
系后，将继续进行深入评价，为了加快实验进
程，科研人员利用海南三亚的气候条件，进行
加代培育，科研人员对海水稻的性状、指标就
有了更深入的评价。

记者了解到，袁隆平团队联合28家国内外
科研团队，组成了海水杂交水稻科研战略合作
联盟。目前，性状相对稳定的海水稻种子已在
辽宁、江苏等21个片区进行区试，经过2年的区
试及1年的生产实验达标后，就能通过国家品
种审定，就可以正式进入种子市场了。

“区试测产达标后，就可以作为商业品种
上市销售，并且专家也可以限定出不同海水稻
种子的适应种植区域，这样一来，农民就可以
在自家田地里播种，并能确切获知，自己的田
里可以种植什么种子，产量多少，田间管理应
该注意什么。”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常务副主
任张国栋说，中心将于2019年进行耐盐碱水稻
品种的产业化推广。

今年5月，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在青
岛国际院士港成立，由袁隆平担任主任和首席
科学家，致力于研发海水稻技术。中心计划在3
年时间内，达到亩产300公斤的产量，3至5年内
达到我国水稻平均的亩产量 ,即450公斤亩产
量；耐盐碱度3年内达到耐0 . 6%浓度的水平，长

期将达到耐更高盐碱度的水平。

给土壤施“魔法”

张国栋介绍，海水稻要实现产业化，要从
提高品种的耐逆性和土地改良两个方面入手，
提高品种耐逆性，就是要不断筛选出最强、最
好的耐盐碱水稻、耐旱水稻等抗逆性较强的水
稻，能适应不同的耐盐碱环境；“土壤是‘活的’
才是健康的。”土地要改良，必须要解密土壤生
命的密码，降低盐碱地的盐分，改善土壤结构，
提高土地肥力。

通过调研盐碱地情况，青岛海水稻研发中
心根据不同区域的土壤特性，将要素物联网系
统、土壤定向调节剂、植物生长调节素及抗逆性
水稻四大要素技术组合配套，探索出一套盐碱
地改良的综合配套技术———“四维改良法”。

“四维改良法”认为，盐碱地里含有大量的
盐分，如何去掉是个大难题——— 用水一冲，只
能冲洗掉表层的盐分，深层的盐分很快就会返
上来，不能彻底实现水、盐平衡。“四维改良法”
中要素物联网系统这一要素的应用，将设置地
下管网和传感器、物联网、大数据等多项高新
技术进行配套，形成集成排灌系统，对下层的
盐实行阻隔，对盐分实现了很好的控制。此外，
不少盐碱地含有重金属，即使排灌后重金属含
量依旧很高，土壤定向调节剂的加入，改善了
土壤结构，降低了土壤重金属活性。

土壤健康，还需要让土壤“活”起来，这就
需要让土壤中的养分更均衡，并营造适宜的微
生物环境，通过微生物作用，使得养分更易为
植物吸收利用，这可以在土壤中加入一种新型
有机营养配方——— 植物生长调节素，通过将新
型植物生长调节素和微量元素有机肥合理搭
配，促进作物生长的同时，降低土壤盐碱度和
重金属危害。

东营垦利盐碱地盐度在千分之三到千分之
五左右，含盐量较低，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运用
了土壤定向调节剂和耐盐碱水稻的要素组合；
江苏东台的盐碱地多是围海造田的地，土壤颗
粒很细、养分很低，土壤结构差，盐度在千分之
八到千分之十左右，中心就组合了要素物联网
系统和耐盐碱水稻……测试结果表明，“四维改
良法”的应用，就像给土壤施了“魔法”一样，水
稻比对照增产近20%，土壤改良效果显著。

据悉，根据不同盐碱地的特点，青岛海水
稻研发中心将“四维改良法”的要素组合应用
于不同特性的盐碱地改良，并探索出滨海盐碱
地、苏打盐碱地、干旱盐碱地、黄土盐碱地、围
海造田的新生盐碱地这五种国内典型盐碱区
的盐碱地改良方案，并分别设置了示范种植基
地。根据计划，土地改良方案的产业化推广将
在2019年实现。

每个“海水稻人”都有一个梦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要建立以
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能跟着袁隆平一
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我骄傲。”在青
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同袁隆平一起追逐“水稻
梦”的年轻水稻研发人员自称“新农人”，今年
34岁的南京农业大学博士杨红燕便是其中的
一员。

杨红燕感到“人生特别有成就感”的是，在
中心种植的320份具有较强耐盐碱性的“海水
稻”材料中，经过收割、称重、去杂等环节，最终
测定有4个材料的亩产超过4 0 0公斤，其中

“YC0045”海水稻亩产高达620 . 95公斤。
“这比我们当初的预期要翻了一番多!”杨

红燕说，为了呵护好这些“小苗”，无论刮风下
雨，每天一大早，她都要走遍稻田，对每一种材
料的长势进行观察、测量，记录成长的点点滴
滴。如今，她感觉一切都“值了”。

记者了解到，在试验基地种植的海水稻材
料汇集了国内外的耐盐碱水稻种质资源。面对
如此繁多的珍贵水稻材料，杨红燕一度压力很
大，因为材料蕴含着国内外多位科学家毕生的
心血。为了选育出高抗盐和高产的水稻品种，各
个品种的生长周期，她都烂熟于心，“就像记自
己孩子的出生年月一样记住水稻出生的日子”。

杨红燕说，袁老经常给年轻的科研人员讲
一个故事：日本培育出一种优质米，叫“越光”，
在中国超市能卖到80元一斤。超级稻新品种的
品质可以和“越光”媲美，但是“越光”的亩产只
有800斤，仅仅是超级稻的一半。日本人最先提
出搞超级稻，结果中国人后来居上，超过了他
们。日本人很骄傲的，但在我们的水稻面前，他
们还是折服了。

“每个‘海水稻人’都有一个梦想，梦想着
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稻穗像扫把那样长，
稻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梦想着全世界都在种杂
交水稻，梦想着盐碱地变成良田。”杨红燕说，
全球现有9 . 5亿公顷盐碱地，中国分布1亿公
顷，其中2 . 8亿亩可以开发利用，“海水稻”的研
发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袁隆平院士一辈子都在为他的水稻梦想
奋斗着、奔跑着。我们一定要把这种夸父逐日
般的拓荒精神薪火相传！”在青岛海水稻研发
中心一楼大厅显著位置挂着一张我国盐碱地分
布图，盐碱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遍布中国大
地，这张盐碱地分布图，就是袁隆平和团队正
在攻克的“堡垒图”，而“海水稻”就是最好
的武器。

在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每个“海水稻人”都有一个梦想：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

稻穗像扫把那样长，稻粒像花生米那么大———

在盐碱地种出高产水稻

在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试验田中，袁隆平和杨红燕对海水稻的长势进行交流。（资料片）

◆齐鲁大地稻米香(中）

滨州北海第三代“海水稻”喜获丰收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樊福军 张秀华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近日，记者走进滨州北海经

济开发区百亩海水稻种植基地，那沉甸甸的稻
谷，像一垄垄金黄的珍珠，喜煞人。红海农场总
经理张海波站在地头，望着这片黄澄澄的稻
子，脸上乐开了花。

“今年的试验成果可以说是获得了丰收，
不论是产量还是耐盐碱度以及试验品种上，都

有很大提升。”张海波兴奋地说，‘海稻86’的亩
产量从2015年第一代的20斤提高到2016年第二
代的200斤再提高到今年第三代的700多斤。100
多种海水稻适应性种植试验品种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

2016年以来，红海农场已经拥有了“海水
稻之父”陈日胜以及山东省水稻研究所等10余
家水稻科研单位的300多个海水稻品种落户试
验。这些品种在这里进行耐盐碱和产量提升以

及环境适应等适应性种植试验。同时，各品种
进行杂交，培育新的海水稻品种。“试验品种从
2016年的300多个减少到今年的100多个，明年
就只需种植几十个。”张海波说。

在适应性种植试验过程中，红海农场逐渐
提高灌溉水源的含盐度，“正常的水稻灌溉用
水的含盐度是零，我们的适应性种植试验水稻
灌溉用水的含盐度最高可达到8‰，这是一个
很有价值的试验结果。”山东省水稻研究所专

家说，该区今年种植了百亩海水稻，海水灌溉
从第一代适应5‰盐度到第二代适应7‰盐度，
再到今年第三代适应8‰盐度。

专家介绍，海水稻耐盐碱适应性种植试验
既是一个适应性过程，也是一个培育新品种的
过程，通过人工干预和自然行为，各个品种进
行杂交，会培育出耐盐碱度更高，产量更高的
海水稻新品种，而自然杂交生成的新品种适应
性更强，推广价值更大。

□记者 张环泽 报道
本报枣庄讯 “过去办个税务登记要来回折腾

几趟，现在只要把资料准备全，一次就能全部办好，
真得很方便。”10月26日，在枣庄市山亭区政务服务
中心，刚刚为自己企业办理完税务登记手续的冯先
生满意地对记者说。

据介绍，山亭区已形成了一整套覆盖政务服务全
过程的标准体系，提高了办事效率，赢得了群众称赞。

记者看到，政务服务中心有民生服务、并联审批
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区三个功能分区，设置了咨询
引导、商务中心、中介机构、银行服务，并配备LED大
屏幕、电子触摸屏、免费WIFI等便民设施。该中心按
照“有标采标、无标制标、缺标补标”的原则，对现有的
各项规章制度进行全面梳理，把符合工作实际且运
行成熟的制度全部上升为标准的形式固定下来。按
需按岗建立健全涵盖行政管理和服务的每一个环节
和细节的标准，对进驻的审批服务项目的办理规程
进行了全面优化，每个事项都达到了“程序最简、时
间最短、环节最少、效率最高”。对行政审批服务项
目，仅需书面审查的，即来即办；一般事项实行“一审
一核”制，3个工作日内办结；需要现场踏勘、集体论证
的，7个工作日内办结；重大事项实行“特事特办”。目
前，该中心已进驻职能部门32个、中介服务机构10
个、民生收费服务窗口7个，各类审批服务事项242
项，月办件量10000余件，位居全市第一，群众满意率
达99 . 94%以上。

山亭打造政务
服务标准化

□高孝水 逯拥军 邱向东 报道
本报高青讯 近日，在高青县木李镇卫生院的

政协联络室内，政协委员刘艾霞和群众代表聚在一
起，围绕民生问题畅所欲言。她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填
写到“政协委员联系群众代表活动记录卡”上，整理
成了民情意见反馈书上交县政协。县政协在第一时
间责成相关单位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群众。今
年以来，高青县政协改革创新，在基层设立“政协委
员民情联络室”，将政协工作触角向基层延伸，成为
了民心所向的“气象站”。

为充分发挥平台作用，该县对轮流在民情联络
室上岗的政协委员进行综合素质能力培训。同时根
据委员所属的行业和界别采取上门走访、电话联系、
集中议事等多种方式，将每次活动填写活动记录卡
并上报备案。截至目前，全县政协委员在各自分工的
联络室值班81人次，接待群众293次，收集价值含量
高的社情民意171条，其中158条被党委、政府和有关
部门采纳，并付诸实施。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乔志宇 卞恩惠 报道
本报鱼台讯 鱼台县坚持以才引才、项目引才、

平台引才等多种方式，引进高层次技术人才，实现了
人才产业互动、智力技术融合。目前，该县已引进各
类高层次人才260余名。

鱼台坚持以才引才，推动产业发展转型升级。
山东辰中药业有限公司引进英国剑桥大学生物技术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黄泽波教授，并通过他成功引进
了英国利物浦大学约翰斯顿生物化学讲座教授、皇
家化学学会会士杰里米·滕博，这个专业技术团队
共同致力于人类抗凝血、抗炎以及抗肿瘤方面的生
物药物研究与开发，填补了战略性新兴医药产业的
空白，黄泽波、杰里米·滕博先后被评为济宁市
“511”计划人选创业、创新A类人选。

积极探索“项目+人才”的引才方式，依托重点
产业、特色项目凝聚人才，形成以人才带项目、以项
目引人才的互动机制。鱼台县还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建设科研基地、技术
中心和实验室等研发平台，通过平台吸引人才，并采
取技术合作、智力入股、人才租赁等方式，加强校企
人才交流培养和产学研战略合作。

高青政协民情联络室
搭起群众连心桥

鱼台县多渠道
引进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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