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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履职故事

南海之滨艳阳高照，海南三亚迎
来南繁育种季。在崖州区坝头南繁基
地一处大棚，围绕葡萄的“专家会诊”
火热进行。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首
席科学家段长青拿着园艺剪，时而查
看葡萄长势，时而上手剪枝，频频向基
地管理人员询问前期栽培管理情况。
大棚闷热，他的汗水早已浸湿衣衫。

作为温带作物，葡萄在海南种植
难度大，需要突破热带地区休眠、解除
休眠技术，还面临高温多雨、病虫害多
发、土壤盐渍化等不利因素。来自全
国各农业科研单位的专家积极探讨、
出谋划策。“通过品种改良、优化栽培
模式让它们在海南‘安家’，全国消费
者就能一年四季吃上国产新鲜葡萄。”
该试验项目负责人、南京农业大学教
授陶建敏说。

2021 年进驻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以来，南京农业大学三亚研究院已引
进 18 个研究团队全面开展工作。除
了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新品
种、新技术就地推广，也成为该研究院
的主要工作。

创新的种子结出硕果：去年，南京
农大选育的“宁香粳9号”在三亚示范
种植，测产产量达每亩 587.5公斤，创
造海南规模种植优质粳稻的高产纪
录；在崖州区抱古村建设睡莲种质资
源圃与新品种繁育基地，研发的睡莲
永生花今年有望量产……

新成果不断涌现，育种家们为攥
紧“中国种子”耕耘不辍。走进国家野
生棉种质资源圃（三亚），千姿百态的
棉花令人大开眼界：矮得几乎匍匐在
地的澳洲棉，棉絮呈棕色的达尔文氏
棉……世界上发现的53个棉种中，活
体保存于这里的就有38个，收集保存
资源棉种数居世界第一。

围绕这些宝贵的种质资源，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评估鉴定
和挖掘利用。“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质资源是培育好种子
的第一步。”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记介绍，
这里先后向各科研单位提供遗传材料 1万余份次，直接用作
亲本育成棉花新品种近200个。

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往往要经过 8至 10代。南繁，就是将
夏季在北方种植的农作物育种材料，于冬春季节在温暖的海
南南部再种植一季或两季，以缩短育种周期。

每年南繁季，仅中国农业大学到三亚开展科研的团队就
超过30个。从早到晚，中国农大作物育种海南基地不乏科研
人员的身影。各试验田种的都是玉米，却呈现出不同风景：有
的材料刚刚播种、发芽；大部分材料处于授粉季，已有一人多
高；还有些材料已经采收、脱粒，正在晾晒种子。

春节至今，基地负责人刘波天天忙着为玉米套袋、授粉。
春节前后是玉米授粉关键期，他在基地里过了21个春节。他
所在的科研团队要从上千份材料中筛选高产、优质、抗逆性强
的材料，通过杂交组合选育玉米新品种。“育种是个漫长的过
程，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才能迎来良种‘破土而出’。”刘波
说。

除了科研工作，刘波还要为各团队做好科研用地保障。
从起初四处奔波找地，到建成一个个设施完备的基地，中国农
大在三亚已拥有近千亩科研用地。

科研条件不断完善，南繁不再“又难又烦”。崖州区坡田
洋绿意盎然，连片试验田环抱下，新建三层小楼引人注目。这
座南繁服务站面积不大，却涵盖了农资和工具仓储室、考种
室、午休室、餐厅等设施，满足科研人员生产生活需求。

回家过年待了10天，中国农科院国家南繁研究院硕士研
究生谌泊均就匆匆从新疆返回三亚，赶在 2月初收获大豆。
他将收获的植株、种子运到南繁服务站，在考种室量株高、算
豆粒、测粒重，筛选表现优异的材料。他说，试验田离研究院
10多公里，很多工作在南繁服务站就能做，不能把时间耽误
在路上，“我希望利用好南繁优势抓紧科研，争取早出成果！”

随着智能育种设备、南繁全链条服务逐步覆盖，育种家们
能更专注于科研。在南京农大三亚研究院的智慧试验田，传
感器、摄像头、无人机取代过去的“眼瞪尺量”，实时监测、收集
作物表型信息并上传数据平台，为育种科研提供决策参考。

眼下，三亚还在推广种业CRO（合同研究组织）服务模
式，为科研单位提供翻地、插秧、打药、施肥、收获等田间管理
服务。海南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基地保障部负责人袁清波
说，企业提供从播种到收获的全链条、菜单式服务，让科研人
员不再“一边当农民，一边搞科研”。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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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在广西融安县东起乡铜板屯，桂黔乌英苗寨
村民学习制作竹筒饭。

近年来，广西融安县东起乡铜板屯和桂黔乌英苗寨在
文化、乡村旅游、党建、民族团结等领域开展结对共建，两地
各族群众携手推进乡村振兴。

铜板屯曾是“空心村”，一度只有6位老人留守。10年
来，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扶持下，返乡青壮年实施“故乡拯救
计划”，发展生态观光旅游产业。2018年，铜板屯实现整体
脱贫。

“一寨跨桂黔”的乌英苗寨位于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和
贵州省从江县交界的大苗山深处，交通不便，土地资源匮
乏，自然环境恶劣，曾经是一个极度贫困的苗寨。2020年，
乌英苗寨实现整体脱贫。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结对共建谋振兴

强信心·开新局

“在创新联合体这一协同攻关机制
推动下，时速 350 公里高铁轴承的国产
化项目取得积极进展，一家央企牵头研
制的相关设备已通过权威机构台架试
验，正联合其他单位装车路试。”

日前，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综艺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昝圣达告诉记者这
个好消息。这一成果的取得，和他提出
的一份建议息息相关。

去年，昝圣达提出《关于破解龙头企
业牵头创新联合体构建难的建议》，呼吁
将创新联合体作为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
革的试验田，在成果转化、人员激励、科
研评价等方面开展政策先行先试，促进
央地协同。

“我们会将建议提案办理工作和需
要推进的年度重点工作相结合，这样能
更好地助推下一步工作任务的开展。”记
者了解到，这一建议由科技部成果转化
与区域创新司负责办理。

近五年来，科技部共承办全国人大
建议 2702件、全国政协提案 2650件，建

议提案涉及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科技体
制改革、碳达峰碳中和、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基础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等诸多重要
方面。

随着代表委员对科技创新发展的关
注度越来越高，科技部承办的建议提案
数量也从 2018 年的 687 件增长至 2022
年的1487件，平均年增速达20%以上。

建议提案数量众多，科技部工作人
员坚持对每一份都进行细致分析研判。
他们还会上门拜访重点工作、重点建议
提案的提出者，争取和代表委员们当面
沟通交流，更深度地听取他们的分析与
建议。

受疫情影响，这几年，通过电话、网
络沟通成为重要交流方式。“这并不影响
我们倾听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科技部
工作人员说。

相关建议提案不但要办得细致、办
得深入，也要办得及时。

“科技部高度重视建议提案办理工
作，把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

委员提案作为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
策于民的重要途径。”科技部办公厅有
关负责人介绍，因为每一件建议提案
都有办结时间的要求，所以办理效率
和方法就显得非常重要。科技部坚持
采取全方位、多层次、多样化的方式，
通过办理建议提案更深层次地推动了
解情况、求教问计、宣传政策、凝聚共
识的过程。

“我们力求通过每办理一件建议提
案，就解决一批相关问题、推动一个方面
工作，把建议提案办理作为推动科技创
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抓手。”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科技部严格落实

“100%沟通”，即主办、分办件和参阅件
与代表100%沟通协商，对重点建议尽可
能做到面对面沟通。

通过“请进来”召开座谈会，“走出
去”登门拜访、深入基层调研及视频连线
交流等方式广泛听取意见，科技部与代
表委员们实现“常来常往”，实现了把代
表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科技创新
发展的强大动能。

通过吸纳一批代表委员关于做好
“十四五”发展规划的建议，科技部更好

地编制完成新一轮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
规划；

通过吸纳一批代表委员推进科技评
价体系改革、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等
方面的建议，科技部在《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实施方案》基础上，接续部署实施
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最大限度
激发各类创新主体和科研人员的积极
性创造性；

还有一批代表委员在支持企业创新
发展方面提出了多项建设性意见建议，
科技部围绕增强企业创新活力等方面广
泛听取意见建议，先后印发实施《关于新
时期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快创新发展
的若干政策措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
升行动方案（2022—2023 年）》，推动科
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
例从75%提高到100%……

同时，通过明确时间表、责任人，建
立总台账，做到“挂图推进”“倒排工期”；
通过每周通报办理进度、“点对点”催办、
专函督办等形式加强对办理工作的全过
程管理……一项项务实举措，推动科技
部形成了认真研究、扎实推进办理的良
好氛围。 （据新华社电）

助推国家科技创新
——科技部以建议提案办理新成效推动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建议提案办理见成效

初春的午后，位于山东省菏泽市曹
县的山东银香伟业集团奶牛养殖场内，
一头头奶牛正咀嚼着以苜蓿、金银花、燕
麦草为主的精选饲料，一旁，全国人大代
表、曹县磐石街道五里墩村党支部书记
王银香正在仔细观察奶牛的健康状况。

“通过村办企业带动，我们构建起
了以奶牛养殖为核心的‘从土地到餐桌
全程有机循环的产业链’，实现了存栏
奶牛 3 万头、种植基地 5 万亩的产业规
模，使 1万多名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
王银香说。

关于大力发展农牧结合带
动农村就业的建议，关于推进乡
村人才振兴的建议，关于提升农
田利用效率的建议……“当了 30
多年的村党支部书记，我对农村
工作很有感情，希望能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银香已经连续三届当选全国人大代
表，今年她的建议仍将聚焦“三农”。

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代表，对于农
村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王银香有着切身
的体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王银
香每年都深入一线访民意、听民声、察民
情，提交了100余条建议，多数与农村相
关，涉及脱贫攻坚、农村教育医疗等多个
领域，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

“乡村振兴，教育先行。怎样把农村
教育发展好、搞上去？”

2019年，王银香经过调研发现，农村

的基础教育水平上不去和家庭教育匮乏
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她提出了《关于促
进家庭教育发展的建议》，这一建议也对
后续相关法律的制定起到了推动作用。

2022 年，王银香走访后发现，因父
母外出打工，不少村民子女由老人进行

“隔代教育”，导致有的孩子出现自信心
弱、抗压能力较差等心理问题，急需正确
的引导和教育。为此，她就如何加强农
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提出建议，希望
以学校教育为起点，为乡村孩子的心理

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蓝天。
“青年是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如何吸

引更多青年返乡？”
“我们想到了在这一亩三分地上做

文章，走‘农牧结合’的路子，除了传统养
殖，还发展出有机种植、生态养殖、乳品
加工等。”在王银香的带领下，五里墩村
目前已经形成“种植5万亩、奶牛3万头”
的产业基础，吸引了 200 多名大学生前
来工作和居住。

“如果家乡产业发展得好，能够给年
轻人提供发展空间，大家自然愿意返乡

就业创业。”王银香说，今年她将继续调
研如何让人才回得来、留得下，为乡村振
兴提供更有力的人才保障。

“怎样通过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
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王银香说，五里墩村是国家有机食
品生产基地，但过去只注重种植，不注重
打造品牌，导致优质产品卖不出应有价
值。“后来，我们积极拓展思路，立足实际
创建了有机鲜蔬品牌，通过线上线下融
合发展，把五里墩村的有机蔬菜卖到了

全国各地。”她说。
“近年来，我们也在积极尝试让数字

技术赋能实体经济，比如在生态养殖过程
中，打造‘智慧牧场’，通过智能控制让各
个独立的生产环节串联为一个完整的体
系。”王银香说，除了生产环节的数字化，
销售环节也尝试电商销售和直播带货等
方式有效提升农牧产品的价值空间。

“通过‘数实结合’，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注入新动能，这门功课我还需不断
深耕，希望我能尽己所能，为乡村振兴事
业贡献一份力量。”王银香说。

自小农村长大的王银香大姐，一头
短发、干净利落，初识就给人一种开朗、
质朴、热情的印象。

在村民眼中，生活中的王银香和蔼
可亲、处处为别人着想，工作时则雷厉风
行、敢想敢干。她关注农民增收、挂念农
村儿童、关心农村教育……

“我是一名农民代表，农民的事，就
是我的事。”这是她经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

她连续三届当选全国人大代
表，在旁人眼中是光环，“我身上
担着重任呐。”她说，“我们正处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节点，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更需要找
出不足、补齐短板，围绕乡村发展

反映老百姓的心声。”
五里墩村，一不靠山，二不靠水，三

没有地下资源，只有人均一亩多的盐碱
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银香硬是靠
着苦干实干，将五里墩村打造成远近闻
名的乡村振兴富强村。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王银香说，要
带着乡亲们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奋勇向
前。 （据新华社电）

全国人大代表王银香：

农民的事，就是我的事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据新华社电 电影里的蜘
蛛侠抬手喷出蛛丝，这样的场景
未来借由人造蛛丝或将成为可
能。记者从西南大学获悉，该校
科研团队通过揭示蛛丝合成的
生物学机制，绘制出首张蛛丝形
成机制的分子细胞图谱，为人工
合成蛛丝提供关键理论基础。

蜘蛛牵引丝是蜘蛛的大壶
状腺合成分泌的蛋白质类丝纤
维，由蛛丝蛋白、有机酸、脂类等
物质组成，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
和仿生应用潜力，广泛应用于生
物医学、高强度复合材料等领
域。“天然蛛丝主要来源于蜘蛛
结网，且蜘蛛因同类相食的特性
难以高密度养殖，从自然界获取
的天然蛛丝产量非常有限。”西
南大学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教
授王翊介绍，长期以来科学界一
直希望实现人工合成蛛丝，致力
于对蛛丝的合成分泌过程进行
研究。

王翊课题组选取在我国广
泛分布的棒络新妇蛛为研究对
象，构建出这种蜘蛛的染色体级
高质量基因组，注释获得 37607
个蛋白质编码基因。研究发现，
蜘蛛的大壶状腺丝蛋白基因具
有成两簇分布于染色体的重要
特征。课题组对蛛丝蛋白、有机
酸、脂类等在大壶状腺尾部、囊
腔、导管三段中的层级合成模式
进行解析，首次完成蜘蛛大壶状
腺的单细胞图谱和空间转录组
图谱绘制，揭示了蜘蛛丝腺发生
与发育的分子机制。

“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蜘
蛛丝与蚕丝是同一套制作方式，
只是‘原材料’和‘后期加工流

程’有所不同。”王翊说，将蜘蛛大壶状腺与家蚕的
丝腺进行多维度组学比较分析发现，蜘蛛丝腺的
产生物质机制与蚕丝腺相似，二者均由具有趋同
进化的三段式丝腺组织结构、同源基因表达模式、
丝纤维的蛋白质和代谢物组成。

目前，王翊课题组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由国际
学术期刊《自然·通讯》在线发表。科学界认为，这
项研究多维度地揭示了蜘蛛牵引丝三阶合成的生
物学机制，为研究蜘蛛起源与进化、解析牵引丝性
能决定因素、创制蜘蛛化蚕丝素材提供了关键理
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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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 据新华社电 21日迎来“二月二，龙抬头”。天文

科普专家介绍，今年的“龙抬头”发生在晚上十点前后。
“龙抬头”指的是什么？几点能看到“龙抬头”？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我国古
人为观测天象，把天球赤道和黄道一带的恒星分成二十
八个星组，称为二十八宿。二十八宿中，每七宿为一组：
东方为苍龙，南方为朱雀，西方为白虎，北方为玄武。

“东方苍龙包含了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生
动地勾勒出一条龙的形象：角宿作龙头，亢宿为脖颈，氐
宿为胸膛，房宿为龙腹，心宿是龙身，尾宿和箕宿共同代
表龙尾。”王科超说，“龙抬头”反映的就是角宿从东方地
平线升起的形象，像是“龙头”抬了起来。

在大约 2000年前，中国古人看到的“二月二，龙抬
头”是在日落后不久。由于存在岁差，如今人们一般在
农历二月初二晚上八九点才能看到“龙抬头”。

今年看到“龙抬头”的时间相对更晚，大约在晚上十
点。王科超解释，除了岁差经年累月的影响，相同的恒
星天象在一天中出现的时间与公历日期的早晚也有关
系。同一颗恒星，每天都比前一天提前大约 4 分钟升
起。今年农历二月初二对应公历日期 2月 21日，当天

“龙抬头”时间比 2021年 3月 14日的“二月二，龙抬头”
晚一个多小时。

在农历二月初二之后的近两个月内，公众在晚上不
同时间段可以看到“龙头”角宿从地平线升起的景象。
整条“苍龙”从地平线升起需要约6个小时。公历7月中
旬至 10 月中旬，公众入夜后就能看到整个苍龙的“龙
形”出现在夜空中。

21日晚十点前后迎来“二月二，龙抬头”

星 空 有 约

2月18日，游客在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内游玩
（无人机照片）。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不断优化调整，今年以来，古
都开封多措并举推进文旅文创融合发展，积极推出
文旅消费券、“宋都一卡通”消费券、“文旅30条”等措

施和活动，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推动文旅市场复苏。
据开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统计，2023年1月

全市接待国内旅游出游 96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75.82%，实现国内文旅综合收入49.38亿元，同比
增长467.59%。 新华社发

古都开封吹响文旅复苏古都开封吹响文旅复苏““集结号集结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