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农业农村部公示了 2022 年第 2 批拟授予植物新
品种权的 979 个农作物新品种，安康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育
的魔芋新品种“安魔 128”名列其中。

“不疯魔不成活”这句话，放在“安魔 128”科研团队的身
上，再合适不过———从 2013 年课题开始到 2018 年通过专家
认定，2019 年申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 再历经 3 年多的测试
审查，“安魔 128”成为国内首个授权的魔芋新品种。它符合新
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的要求，尤其对解决软腐病和
种芋问题具有重要作用，是我国魔芋科技的一项重大突破。

这一魔芋新品种着实对得起这十年的折腾。
魔芋是我国西南山区重要的经济作物，以魔芋为代表的

富硒产业是安康农业的主导产业之一， 也是许多农业合作
社、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热点。 然而，多年来由于软腐病高发，
严重阻碍着魔芋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重要、且存在亟待解决的病害问题———在安康市农科院
薯类作物研究所科研人员看来，这正是他们发挥作用的主要
阵地。

一粒种子

种子，是农业生产的源头。 正因为如此，一粒小小的种
子，成为很多农业科研人员毕生研究的方向。

“安魔 128” 的课题主持人段龙飞是 1987 年出生的小伙
子，西安鄠邑区人。 自从 2013 年大学毕业来到安康农科院开
始，他便与魔芋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在心里埋下了这粒“种
子”。

初来乍到，被分配到魔芋课题组，开始致力于研究适合
秦巴山区的魔芋新品种工作。 虽然与他在校学习的专业不太
一致，但是对于新事物的追求以及对科研的热情让他欣然接
受。 作为课题的主要负责人，段龙飞感受颇深，“选育的时候
我觉得首要困难就是‘材料’。 ”段龙飞口中的“材料”就是魔
芋的种质资源，他说，“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由于大
量的种质资源大多数都在云南一带，我们没有充裕的时间和
精力经常去那边，只能想各种办法寻找资源。 ”

在段龙飞看来，团队面临的第二大问题是技术。 由于国
内做魔芋育种的科研人员很少，基本没有可以参考借鉴的案
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经过系列研究，最终他们选择安康的
花魔芋当母本，凉山的白魔芋当父本进行杂交。

“什么时间、 什么温度下授粉最合适？ 什么样的材料适
合？ ……一系列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只能一件一件去解决。 ”
段龙飞说。

由于白魔芋和花魔芋花期不同，因此要在白魔芋开花时将
花粉收集并保存好。如何保存？冷冻保藏、液态保藏……每一种
都要尝试、探索，尽可能保证花粉的活力。 如何授粉？ 由于花魔
芋每株开花时间也不同，可能每天都有开花的，所以需要科研
人员每天去看。

“虽然看起来每天都在重复做一件事， 但是其实每一天
都是不一样的，都会有新的发现。 ”段龙飞告诉记者，在授粉
的时候，需要观察也需要经验，因为魔芋开花的时候会散发
出一种臭味，这种味道可以吸引昆虫来帮助它授粉，他们便
也通过气味来判断授粉的时间，进行人工干预，“这其实是一
件很有意思的工作。 ”

由于时间有限，所以他们每次样本做的很多，用大量的
花粉，不同的温度，进行观察、记录，样品多了成功的概率也
就更大了。 “前期策略就是这样的，以量取胜，然后总结经验，
为后面的试验打下基础。 ”

一个团队

6 年时间，数不清的试验，一次又一次突破，“安魔 128”
顺利通过专家鉴定，成为全省首例杂交魔芋品种。

这种花魔芋与白魔芋杂交的品种，与安康传统种植的花
魔芋相比，抗病性强、繁育系数高（芋鞭多）、产量稳定。 经多
年多点测试，该品种适合在陕南山区 500 米以上海拔区域种
植，平均亩产量为 1540.18 公斤，对软腐病和白绢病有较强抗
性。

对于整个研究团队而言，高抗病性意味着农民的收入更
有保障；低海拔种植，有利于魔芋“下山”进大田，降低人工成
本，促进产业的发展。 这无疑成为这支团队里每个人心中最
欣喜的事。

2019 年， 市农科院与石泉云岭生态农业合作社合作，首
次将“安魔 128”进行推广，合作社当年就获得了收益，种子卖
到了 25 元一公斤。如今，“安魔 128”在汉滨、白河等地都进行
了推广，口碑越来越好。“安魔 128”在全市的种植面积达到了
万亩以上。

段龙飞的团队也更加忙碌了，他常常带着团队人员往返
于各县区魔芋种植基地，现场对魔芋品种选择、种芋处理以
及种植关键技术对种植户进行技术培训。 “我们搞科研的目
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享受科研成果，如今有了适合我们安
康的魔芋种子，就应该让它发挥应有的作用。 ”段龙飞说。

而他们团队也有了越来越精细的分工，育种组、栽培组、
繁育组、加工中心……在市农科院实验中心，魔芋繁育组主
持人蔡阳光正在做组培实验，“组培就是辅助育种的。 ”蔡阳
光说，”大棚里面种很慢，一年才能长几个，我在组培室里面
把它切成小块儿，很快就能把量做起来。 ”在试验大棚，市农
科院薯类作物研究所所长郭邦利和魔芋病害组主持人覃剑
锋正在查看和记录魔芋的长势，郭邦利说：“这里面每一株魔
芋都有不同的表现，必须认真记录它们的变化，便于后期分
析、选育。 ”

从花期不遇到花粉保存， 从组培快繁到建立杂交育种
体系，段龙飞和他的团队逐渐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为
安康魔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

“魔芋产业发展到今天，它已成为安康市产业链较长、有
规模的产业，特别是近年来魔芋产业二产规模产值已接近 70
亿元，综合产值估算已过百亿元大关，成为实实在在地百亿
级产业、支柱产业、富民产业。 有了科技的赋能，魔芋产业定
会有更大的发展前景。 ”市农科院副院长周高新这样说。

一份热爱

段龙飞的微信朋友圈里， 几乎每天的记录都与魔芋有
关。 “有些含苞待放，有些半开半夏，有的果实累累。 ”“杂交优
势明显，实生种‘多叶接力’最多 9 叶共存。 ”……

培育一个魔芋新品种，前期要从大量亲本中选择优质的

资源进行杂交，后期需要在成千上万的杂交后代中选育优良
单株，通过组培进行快速扩繁，最后还需要再回到大田进行
检验。 段龙飞坦言：“也曾想过放弃，但是时间越长，对魔芋种
植的感情越深，甚至找到了育种的乐趣，也就放不下了。 ”

唯有坚持，才有可能有成果，这便是枯燥而未知的育种
工作。 而能支撑坚持的，唯有近乎执拗的热爱。

“安魔 128”研究成功过后，科研团队还在继续改善提升。
段龙飞告诉记者，他们在“安魔 128”的基础上，继续选育抗病
性更强、产量更高、品质更优的魔芋系列新品种。

记者关注到，近年来，科研转型成为市农科院发展的突
破口， 从最初的栽培育种到现在的全产业链上的科研创新，
科研在产业发展上发挥了作用，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的存在
感也越来越强。 一个又一个农业科研新品种、新技术从这里
萌发、起步、孵化，直至最后的对接转化，最终成为造福安康
和周边地区农业发展的科研技术成果。

“对主导产业的关注，是农科院科研转型的思路之一。 ”
市农科院院长张百忍说，“围绕富硒这个大文章，从主导产业
的关键技术、传统产业的现代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基础技术入
手，开展从育种到加工的全产业链科技创新，不光研究地里
种什么，更要研究怎么变现，让企业和农民实现收益，这样才
是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我们的作用也就发挥出来了。 ”

6 月末的午后，酷热难捱，段龙飞和他的伙伴们不断在大
棚里进进出出，汗水浸湿了他们的衣衫。 大棚里，一株株绿油
油的魔芋苗焕发着生机，“你看这一株是珠芽魔芋，那边是白
魔芋……”段龙飞滔滔不绝地介绍，就像介绍多年的老友一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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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及周边测评标准

1．在显著位置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公益宣传、 设置普及卫生健
康知识、传染病防控或应急救护知识宣传栏。 运
用多种形式宣传展示精神文明创建内容， 显著
位置展示行业规范，有公益广告景观小品。 （公
益广告有统一规划设计，内容、色调与周围的城
市景观风貌相融合；公益广告宣传突出思想性，
兼顾艺术性、观赏性、耐久性，内容无书写错误、
表述不规范或与党中央精神、社会公德、公序良
俗不相符的问题，无明显的褪色、污损或被小广
告张贴占用的现象。 ）

2．环境绿化美化，卫生状况良好。 垃圾定点
投放、分类投放，有分类垃圾箱（桶）或垃圾分类
投放点，垃圾房、箱（桶）完好、整洁；垃圾清运及
时、分类收集，无积存垃圾、纸屑、烟蒂、污物现
象；垃圾收集站、垃圾转运站设施干净，周围无

垃圾污水污迹、无明显异味。
3．建筑物外立面整体干净、无大面积破损

污损；无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现象；建（构）筑物
及依附于建（构）筑物的玻璃幕墙、展板等安全
牢固、完好无损；户外广告设施和招牌设置牢固
可靠；广告设施和招牌高度、大小符合标准。

4．设有轮椅通道、扶手或缘石坡道等无障
碍设施，无障碍标识明显，设施管理、使用情况
良好； 对视力残疾人和听力残疾人提供信息无
障碍方面的志愿服务。

5．挂号、收费、取药窗口前，设有“保持一米
线距离”提示牌或地面设有“一米线”提示标识；
人员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无插队现象。

6．从业人员文明用语 、礼貌待人 、规范服
务，无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突出问题，无庸
懒散拖现象。

7．建有志愿者服务站点（有志愿服务站标
识；制度、服务项目公示；器具完好，药品在使用

期内；志愿服务人员有标识且在岗），能够正常
提供服务。

8．设有母婴室（有标识，配备婴儿尿布台、
哺乳休息座椅、洗手台、婴儿床等设施），管理、
使用情况良好。

9．设有无障碍卫生间（有无障碍卫生间标
识、坐便器且配置有扶手及紧急呼叫按钮、建设
标准严格按照无障碍卫生间设计要求， 如内部
空间大于 1.5m＊1.5m， 利于轮椅回旋等 ），管
理、使用情况良好。

10．有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 （在醒目位置
公示投诉电话及投诉流程）

11．在医院大厅、候诊室、走廊、座椅旁等位
置合理设置遵德守礼文明温馨提示牌 （请勿大
声喧哗、请勿随地吐痰、请勿乱扔杂物、请勿光
膀脱鞋、请勿躺卧座椅等）。

12．各种空中缆线整齐规范、无乱拉乱设 、
飞线充电现象。

13．主要公共场所安装电子视频监控系统，
并有明显标识。

14．有明显禁烟标识，有您已进入无烟医院
提示牌。 医院室内全面禁烟、没有吸烟现象。

15．有符合标准的消防设施 ，无占用和堵
塞消防通道现象 。 （消防栓 、灭火器等设施齐
备，并在有效期内。 消防通道停车视为堵塞消
防通道）

16．公共卫生间设施干净，无明显异味。 设
有无障碍卫生间，至少有 1 个方便残疾人、老年
人、 伤病人或孕妇儿童使用的带扶手的坐便器
或蹲便器。

17．机动车、非机动车有序规范停放 、不占
用绿化带、 不影响行人通行， 共享单车文明使
用、规范停放（城市管理部门在人行道、非机动
车道、机动车道旁统一划线，机动车、非机动车
在线内停放，且不影响正常交通，这种情况不算
违章停车）。 停车场设有无障碍停车位，无障碍

标识明显。
18．无占道经营现象（城市管理部门在商铺

门前统一划线，商铺在线内出店摆摊经营，且不
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和正常交通， 这种情况不算
占道经营），无乱搭乱建现象；无流浪乞讨人员
滋扰他人、扰乱社会秩序现象。

19．经营性场所证照齐全、亮证经营。
20．市民文明有礼。 无争吵谩骂、使用低俗

语言、乱扔杂物、车窗抛物、随地吐痰、打喷嚏咳
嗽不掩口鼻、损坏公共设施、不文明养宠、躺卧
公共座椅等不文明现象。

民以食为天。
美好生活是什么味道？ 餐桌上就有答案。
在湖南，有一批农业科学家，围绕“做优一桌饭”，毕

生破译各类食材密码。 他们使大米更充足、猪肉更营养、
鱼肉更鲜美、食用油更健康……湖南还是全国重要的粮
食主产区、生猪养殖和调出大省 、全国 “米袋子 ”“菜篮
子”“油瓶子”的重要阵地。

种子的力量：守护大国粮仓

53 岁的湖南澧县农民刘宏勋种了一辈子田，过去是
望天吃饭，如今尝到了“科技种田的甜头”。

去年，他家数百亩杂交水稻收成有 30 余万公斤。 专
家到田里教他科学育秧、测土施肥、无人机作业……他
的田产量比过去涨了 40%。

刘宏勋的家在洞庭湖畔的澧阳平原。 几十年前，考
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距今 6500 余年的古稻田。源远流长
的稻作文化，印证了湖南“九州粮仓”的美誉。

湖广熟，天下足。 湖南一直是全国稳定提供外调商
品粮的省份之一，调出量位居全国前列。

这里以占全国 2.8%的耕地生产了全国 4.5%的粮食，
科技为守护“米袋子”做出了重要贡献。

“21 世纪谁来养活中国？ ”以袁隆平院士为代表的湖
南农业科技工作者以一颗稻种，有力地回答了西方社会
的疑问。

湖南是中国第一个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的省份，见
证了它的攻关足迹： 从三系到两系再到第三代杂交稻，
从单季亩产 700 公斤、800 公斤、1100 公斤，直到 2021 年
双季亩产达 1603.9 公斤。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栽培室主任李建武介绍，由
袁隆平院士倡导的“三分地养活一个人”粮食高产绿色
优质科技创新工程，去年增产粮食约 2 亿公斤。

猪粮安天下。 中国是猪肉消费大国。 湖南是生猪调
出大省，良种是关键保障。

一杆秤、一把尺、一支笔……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
所总畜牧师彭英林记得，几十年前，生猪育种工作是从

粪污遍地的猪舍开始的。
如今，湖南建起了生猪育种联合平台，通过“科研+

企业”模式把资源、材料、数据集中共享、优中选优，破解
过去依靠国外引种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湖南的生猪育种水平全国领先， 今年一季度外调
了 21.8 万头仔猪。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处长
武深树介绍。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 今年春天，瞄准种业核心
技术攻关的岳麓山实验室在长沙浏阳河畔破土动工。 目
前，湖南在种业领域拥有 3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9 个国家
育种中心或改良分中心。

仓廪实，天下安。 2021 年，湖南粮食产量从 1949 年
的 64 亿多公斤提升至 307.45 亿公斤， 生猪出栏量由当
年的 190 万头增加到 6121.8 万头。 作为产销第一大省，
湖南每年向省外提供 4000 余万公斤杂交水稻种子，占全
国市场份额三分之一以上。

田野的智慧：种出致富希望

“就跟人一样，缺什么补什么。 ”阳光穿透大棚，黄源
仔细端详着辣椒苗，认真地说。

这位湖南湘阴县樟树镇农技服务中心主任，从中国
工程院院士、湖南农业大学校长邹学校那里学了一手绝
活。 “氮磷钾的最佳比例是 5:1:6，如果磷肥多了，口感会
发涩。 ”

樟树镇盛产的樟树港辣椒是个老品种， 辣度低、口
感糯、皮肉不分离。 可过去，由于产量不高、抗病性差，农
民不愿种。 邹学校带领团队在当地设立了辣椒产业院士
工作站， 每年从数以万计的辣椒苗里找出最纯正的几
株，为种子提纯复壮。

经过不懈努力，樟树港辣椒抗寒、抗病、抗虫性大幅
提升，种植成本低了，品相也更好了。 价格最高时，一斤
能卖出 300 元钱。

如今，樟树镇有 1 万余人从事辣椒产业，今年预计
产值可超 4 亿元。

为了让各地椒农的收益更有保障，邹学校团队研制

了适配不同菜系的 200 多个品种。 比如，虎皮青椒用“皱
辣”系列，而做辣椒炒肉最好用“兴蔬 215”。

说到辣椒炒肉，肉质细嫩、口感回甘的宁乡花猪，也
是这道菜的最佳食材。

但宁乡花猪吃得多、长得慢，喂起来很不划算，渐渐
被养殖户放弃。 最濒危时，只剩 7 头公猪和 50 头母猪。

2008 年，宁乡花猪产业发展协会会长李述初带头建
起了一个国家级保种场，后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
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印遇龙当起了
“猪保姆”。

湖南楚沩香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曾青华说，印
遇龙团队为宁乡花猪量身定制了“秘方饲料”，从前吃 4.5
斤饲料只长 1 斤肉，现在吃 3.5 斤就能长 1 斤，还用更便
宜的非粮饲草部分替换了豆粕 、玉米 ，一头猪的 “伙食
费”省了数百元。

今年，养殖大户易文兵养了约 500 头宁乡花猪。他信
心满满：“每一头比普通白猪至少多赚 200 块钱。 ”

去年，宁乡花猪出栏量超过 32 万头，有近 10 万人从
事相关产业，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 30 亿元。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
关键。”为了让科技助农增收，湖南建立起 10 个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选派 1.5 万余名科技特派员，实现重点村全覆
盖。

2021 年，湖南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由
2017 年的 9708 亿元增加到 1.33 万亿元，增长 37.5%。

科技的奥妙：酿出舌尖幸福

地处洞庭腹地的湖南益阳南县是“稻虾米之乡”。 中
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柏连阳带领
团队，在这里开展了一场水稻“大阅兵”———

几十亩稻田里种着 300 多个品种， 旁边插着对应的
“身份牌”。 科研人员细致观察记录下它们的田间表现，
还要对成熟的稻子做成分分析。

好米，有严格的数据指标。 要软糯，直链淀粉含量最
好在 14%到 18%之间；要好看，长宽比得在 3.6 左右……

这样百里挑一的最优组合，再用来进一步培育“稻虾米”
的专属品种。

过去，南县饭馆里米饭大多是免费的，“稻虾米”却能
卖到 18 元一桶。

“鱼米之乡”湖南，还有一段“鱼院士父子”佳话———
已故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筠曾突破草鱼人工繁殖技

术，后来，刘筠的儿子刘少军也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备受市场欢迎的鲫鱼新品种“合方鲫 2 号”，就是刘

少军团队的成果。 父本为日本白鲫、母本为本土红鲫的
合方鲫，是经过六代群体选育再杂交得出的。

“合方鲫 2 号”呈现出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呈味氨
基酸总含量显著提高。 这意味着它更鲜美、更营养。

无油不成菜。 作为我国油菜种植主要省份，湖南还
提供了一滴好油———

过去，菜籽油中含有大量对人体有害的芥酸和硫苷，
经过多年攻关，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官春
云及其团队率先研发出低芥酸、低硫苷的“双低”油菜。

“‘双低’油菜普及后，我们又研发了新品种，维生素
含量更高，更耐储存，油烟也更少。 ”湖南农业大学教授
刘忠松说，“如果用它们来煎豆腐、炸鱼和炒鸡，吃起来特
别香。 ”

目前，官春云团队培育的油菜品种，占全国油菜总面
积的 20%。 从湖南“走出去”的水稻、辣椒、多倍体淡水鱼
等，被端上天南海北的餐桌。

除袁隆平、刘筠院士外，湖南还有 8 位农业科学领域
院士。 他们和 4000 余名科研人员一起破译着米、猪、鱼、
辣椒、油菜、茶叶、柑橘等食材的舌尖密码。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指出，要树立大食
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
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
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
行。

“大食物观拓展了粮食的边界，这是农业的春天。 ”
邹学校说，科研工作者们将持续扎根田野，保障“米袋子”
“菜篮子”更丰富，让老百姓吃得更好、更安全。

（新华社记者 丁锡国 周勉 袁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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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实地考察点位测评标准（节选）

安 康 魔 芋 ， 玉 汝 于 成
———国内首个授权魔芋新品种“安魔 128”背后的故事

记者 郭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