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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季稻每亩产量连续两年超攻关目标——

突破亩产天花板意味着什么
本报记者 刘 麟 谢 瑶

乡村振兴什么人才最吃香
本报记者 敖 蓉 耿丹丹

□ 举办技能大赛，目的是要进一步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在技能人才工作中的引领

示范作用，在农业家庭户籍人员中培养选拔一批优秀的技能人才。

□ 今年以来，我国对跨省务工的脱贫劳动力全面落实交通费补助、援企稳岗、以

工代训等政策，同时加大在岗培训，提高技能水平。

日前，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的全国乡村振兴

职业技能大赛上，来自全国的砌筑工、汽车维修

工、农机修理工、电工、美发师、养老护理员、

育婴员、西式面点师、餐厅服务员、电子商务

师、中式烹调师 （羊肉烘烤） 等各路选手同场

竞技，就 11 个比赛项目展开了激烈角逐。

为什么要举办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大赛

比什么？除了会种地养殖从事农业生产外，在农

村还有哪些技能特别吃香？

“这是专门面向农业家庭户籍人员举办的全

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刘康介绍，本次赛事是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继 2019 年面向深度贫困地区举

办三区三州职业技能大赛、2020 年围绕扶贫主题

面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成员成功举办全国扶贫职

业技能大赛后，围绕乡村振兴主题举办的首届全

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举办技能大赛，目的

是要进一步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在技能人才工作中

的引领示范作用，通过各地培训和选拔，直接在

农业家庭户籍人员中培养选拔一批优秀的技能人

才，为全面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

现代农业实现了大面积机械化作业，拖拉

机、铲抛机、鼠道犁等农机普遍应用在田间地

头。本次大赛所设的农机修理工项目，比赛重点

就是考核选手实操拖拉机和收割机的水平。比赛

高手云集，其中还有世界技能大赛的指导老师。

“每年指导学生参赛，今年自己成了选手。”

来自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田介春是第

一次参加全国性赛事，显得既紧张又兴奋。“这

次 参 加 汽 车 维 修 工 项 目 ，希 望 以 后 在 教 学 的 实

际操作上查漏补缺。”田介春说。来自新疆农业

职业技术学院的刘志明，凭借其在拖拉机项目中

的出色表现获得了金牌。刘志明说：“我看到了

很多技术能手的精彩表现，希望今后在教学工作

中培育出更多技术人才，为新疆农业贡献自己的

力量。”

一技之长能致富，外出务工人员的技能水平

与打工收入直接挂钩。本次大赛所设置的养老护

理员、育婴员等比赛项目紧紧围绕外出务工人员

的实际需求，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为外

出务工劳动者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提供平台。

青海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马富海介绍，

青海代表团有一位参加育婴员比赛的选手是来自

互助土族自治县的灵活就业人员。互助与西宁之

间的距离不到 50 公里，很多村民选择去城市打

工。由于家政服务需求增加，去年开始，互助县

开始打造家政服务品牌，培养家政服务急需紧缺

人员。“今后我们将把家政服务人员纳入培训计

划，培训高质量人才促进就业，同时，通过参加

大赛传播先进理念，带动更多人学技能。”

云南代表团团长石丽康告诉记者，技能竞赛

是弥补广大农村劳动者技能不足的重要抓手和手

段。回去后，要把这次参赛经验用在怎么提高群

众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上，让更多人学会技能、增

收致富。

技能培训作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前的必修

课，越来越普及。国家乡村振兴局开发指导司副

司长刘晓山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对跨省务工的

脱贫劳动力全面落实交通费补助、援企稳岗、以

工代训等政策，同时加大在岗培训力度，提高技

能水平。截至 8 月末，全国脱贫人口外出务工规

模达 3085 万人，成为稳定脱贫、巩固脱贫成果的

重要支撑。“下一步要按照‘应培尽培、能培尽

培’原则，对准备外出务工的脱贫人口开展定向

定岗培训、急需紧缺职业专项培训、职业转换培

训和创业培训，满足多元化技能提升需求。”

10 月 17 日，位于湖南省衡南县向阳桥

街道清竹村梓木冲的第三代杂交水稻新组

合试验示范基地，迎来了晚稻测产。中午

时分，在一片刚收割的稻田里，验收专家

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宣布：“衡

南 县 示 范 地 晚 稻 测 产 结 果 —— 平 均 亩 产

936.1 公斤。”936.1 公斤，加上 7 月份在这

坵田测产的早稻平均亩产 667.8 公斤，杂交

水稻双季稻周年亩产达 1603.9 公斤，再一

次刷新纪录。

水稻亩产纪录是如何突破的？有何重

大意义？记者进行了采访。

怎么做到的

“去年底，袁隆平院士就对今年超高产

攻关工作作了部署，要在福建、广东、广

西、海南、湖南等双季稻区实施‘双季稻

亩产 1500 公斤攻关研究与示范’项目，也

被称为‘三千斤工程’项目。今天就是来

检测这一攻关项目成绩的。”10 月 17 日，

在测产验收现场，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栽培室主任李建武说。

所谓“三千斤工程”，是双季稻区实施

“早稻+晚稻”组合周年亩产总产量达 1500

公斤的目标。采用的攻关品种，根据南方

稻区不同生态区域条件，主要采用超级杂

交早稻，以及通过籼粳亚种间优势利用培

育出的超优千号、第三代杂交水稻“叁优

一 号 ” 等 产 量 潜 力 有 重 大 突 破 的 水 稻 组

合。衡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县农业

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蔡卫军介绍，今年衡南

县示范基地的种植品种，早稻种植的是第

二代杂交水稻，晚稻种植的是第三代杂交

水稻“叁优一号”。

李 建 武 托 起 一 把 金 灿 灿 的 穗 子 介 绍

说，今年测产，该示范基地周年亩产突破

了 1600 公斤，第三代杂交稻晚稻组合“叁

优一号”功不可没。

半 个 多 世 纪 来 ， 历 经 三 系 法 杂 交 水

稻、两系法杂交水稻研发成功并大面积推

广后，如何在前两代杂交水稻的基础上扬

长避短，获得更加高产优质的杂交水稻新

品种，第三代杂交水稻承担起探索重任。

“叁优一号”为第三代杂交稻。它集合

了前面两代杂交稻的优点，规避了前两代

杂交稻的缺点。除制种和繁殖简便，相较

前两代杂交水稻对肥料和水的需求而言，

第三代杂交稻更“低调”，更有利于产业

化，即从试验田走向寻常农民家。袁隆平

把 第 三 代 杂 交 水 稻 技 术 看 作 是 突 破 亩 产

“天花板”的关键，高度评价其为“未来水

稻杂种优势利用的一条理想途径”。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第三

代 杂 交 水 稻 项 目 主 持 人 李 新 奇 介 绍 ， 高

产、抗病、抗寒、抗倒等特点是第三代杂

交 水 稻 相 比 前 两 代 普 遍 具 备 的 优 势 。 同

时，“叁优一号”前期秧龄弹性大，无效分

蘖少，成穗率达 85%以上，可让更多的阳

光雨露和养分集中在有效分蘖上。

“生长前期浪费少，基础打得牢，这是其

中一个高产的机理。另外，该品种抽穗到成

熟可以维持灌浆 50 天至 60 天，充足的生长

时间使它的穗子长得更沉甸更结实，长到后

期稻秆仍然有劲，抗倒力强。”李新奇说。

“测产结果充分验证了第三代杂交水稻

技术与品种的稳定性。”湖南杂交水稻研究

中心党委书记、研究员张德咏表示，第三

代杂交水稻标志着杂交水稻育种技术实现

了新突破，向高产优质品种培育迈出了坚

实步伐。

难度有多大

水稻要高产，要有“四良”：第一个是

良种，品种要好；第二个是良法，栽培方

法要好；第三个是良田，基础要好；第四

个是良态，气候要好。李建武表示，“叁优

一号”是良种，良法、良田、良态则是良

种高产的保障。

蔡卫军介绍，梓木冲试验示范基地面

积 30.5 亩，大小坵块 13 个，东高西低，田

大小不一呈梯形排列，土壤肥力中等，属

于黏质土，紧邻的两口山塘可以确保生产

灌溉水源充足，陇田两边是土坯沟渠，排

灌方便。据了解，该示范基地海拔高度 78

米，从 2019 年起承担了袁隆平院士团队研

发的第三代杂交水稻新组合超高产攻关试

验示范任务。

“今年插秧时，保证了前期的基本苗

数，使后期的有效穗有所增加；施肥时，

在中期适时适量地施用了穗肥，助力大穗

形成。”李建武说，今年在肥水管理上继续

进行了改进，效果不错。当然，今年从 9 月

初抽穗到 10 月 5 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

湖南保持着晴好的天气条件，也有利于水

稻的灌浆和结实。

据介绍，衡南县农业农村局组织了一

支责任心强、业务精湛的工作专班，针对

“叁优一号”制定了栽培技术规程，对关键

技 术 集 成 组 装 、 配 套 创 新 ， 做 到 适 时 播

种、精心育秧、适龄移栽、合理密植、合

理施肥和绿色防控等，把专家在试验田种

出 来 的 产 量 最 大 程 度 地 搬 到 农 民 的 生 产

田里。

清竹村农户陈太佳告诉记者，尽管湖

南 杂 交 水 稻 研 究 中 心 给 了 他 一 份 技 术 方

案，但施肥打药、田间管理都是他自己组

织人员实施。“试验田的用肥量比我们平时

种田多不了太多，而且肥料都是我去镇上

的农资店买的。”陈太佳说，自己的种田水

平在全村顶多算中等偏上。

李建武介绍，第三代杂交水稻最突出

的特点就是充分发挥了杂交优势，其本身

旺 盛 的 生 命 力 能 够 为 农 民 节 省 成 本 和

精力。

有何重要意义

杂交水稻双季亩产再创新纪录，不仅

是水稻育种上的重大突破，也标志着我国

杂交水稻育种技术继续领跑世界。

“保障粮食安全一靠提高单产，二靠扩

大面积。”袁隆平院士团队专家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基于此，该团队在去年底部署

了 双 季 稻 周 年 亩 产 1500 公 斤 目 标 攻 关 示

范。“双季稻亩产 1500 公斤意味着什么？意

味着可以多养活 5 个人！”去年 11 月 2 日，袁

隆平了解到当年的测产结果后，激动地说。

实际上，此前杂交水稻一季亩产量早就

突破了 1000 公斤，种两季不就超过 2000 公

斤了吗？为何还要攻关双季亩产 1500 公斤？

“首先，目前亩产突破 1000 公斤的品

种都是一季稻，也叫中稻。从我国水稻产

区的普遍实际和栽培模式来说，同一块耕

地，种了一季稻就无法再种双季稻。”李新

奇介绍，分开比，中稻产量一般都比早稻

和晚稻高，但合在一起比，中稻产量又高

不过早稻加晚稻之和。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全球粮

食供应陷入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

高度重视扩大双季稻种植面积。“过去我们

常 说 ‘ 吨 粮 田 ’， 指 的 是 双 季 亩 产 达 到 1

吨，这个早就在农村的生产田里实现了，

但 1.5 吨还从未实现过，因此这次测产结果

对于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李新奇说。

亩产突破 1500 公斤后，下一步目标是

多少？袁隆平曾表示，目标就是一季稻亩

产达 1200 公斤、双季稻亩产达 2000 公斤，

实现国家“禾下乘凉梦”。这是下一步的目

标，也是新的考题。

按农业农村部有关规定，在同一个生

态区，必须连续两年达到目标产量才叫攻

关成功。去年，衡南示范基地双季稻周年

亩产达 1530.76 公斤，今年，在同一基地，

早稻增产近 50 公斤，晚稻增产 20 余公斤，

使得周年亩产创造了新纪录。

“‘叁优一号’去年遭遇多年未有的

长期低温天气，今年又经历了持续高温天

气，在这样一高一低的极端天气条件下，

仍然刷新了亩产纪录，说明该水稻的适应

性很好。”李建武表示，接下来希望通过推

广和总结成功经验，让广大农民朋友增产

增收。

图为试验示范基地水稻收割现场图为试验示范基地水稻收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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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矿

﹄
是落后工艺不是高科技

近日，一条整治虚拟货币

“挖矿”的新闻，让网友们对

“挖矿”企业发动了“群嘲”

技能。

10 月 21 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在官网上发布关于修改

《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指 导 目 录

（2019 年本）》 公开征求意见

的通知，计划在该目录淘汰类

“落后生产工艺装备”中，增

加 虚 拟 货 币 “ 挖 矿 ” 活 动

一项。

消息一出，不少网友在评

论 区 说 起 了 俏 皮 话 ：“ 哈 哈

哈，这个帽子是我没有想到

的！”“确实落后，高耗能，纯

靠堆显卡！”

这 种 群 嘲 正 是 源 于 讽 喻

味 十 足 的 现 实 ： 过 去 ，“ 挖

矿”企业常以“大数据”“区

块 链 ”“ 云 计 算 ”“ 超 算 中

心”等作幌子，把自己伪装

成“高科技”，骗取地方对高

科 技 企业的优惠扶持；而最

新通知把“挖矿”企业的“高

科技”面皮撕掉了不说，反手

就把“落后工艺”帽子给人戴

上了，堪称伤害性不大，揭露

性极强。

说伤害性不大，是因为主

要伤害此前已经输出过了。相

关部门多次发文，全面禁止虚

拟 货 币 “ 挖 矿 ”， 大 量 “ 矿

场”已被关停；说揭露性极

强，则是因为“挖矿”的“高

科技”面具确实迷惑了一些不

明真相的公众，最新通知点明

“ 挖 矿 ” 企 业 “ 落 后 生 产 工

艺”的属性，有助于公众破除

迷障，深化认知。

“挖矿”落后在哪？

高耗能。“挖矿”指虚拟

货币“生产”过程，实质是通过计算机设备投入大量算力

“解密码题”，需耗费巨大电力。一台矿机运行 24 小时耗电

量相当于一个 5 口之家的月用电量。剑桥大学发布的数据显

示，比特币“挖矿”一年约消耗 133.68 太瓦时用电量，超过

2020 年瑞典全国用电量。

高污染。如果矿机使用的是火电，它们所消耗的巨额电

力通常意味着大量碳排放和严重空气污染。矿机折旧也会带

来大量电子垃圾。最新研究显示，比特币“挖矿”每年产生

多达 3.07 万吨电子垃圾。电子垃圾中含大量有害的重金属和

化学物质，回收不当就会污染土壤、水。

高危害。矿机耗电大，会挤占工业和民生用电，造成

“电荒”，损害社会经济。虚拟货币具有高度匿名性、去中心

化特点，易成为洗钱、贩毒、走私、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

动的载体。

低产出。“挖矿”不能生产出实际的产品，只生产出虚

拟货币。虚拟货币没有实际价值支撑，对当地经济发展并无

多少益处。此前曾有报道称，内蒙古一家“挖矿”企业，

2021 年前 4 个月的月均耗电量达 4500 万千瓦时，纳税仅 9 万

元。能耗之大和税收之少严重不匹配。

我国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已经淘汰了不少

“落后生产工艺设备”，它们往往具备高耗能、高污染、高危

害、低产出等特点中的一条或多条。而对“挖矿”来说，这

四条全中。说“挖矿”落后，委实不冤。

“挖矿”不是什么高科技。这

种落后生产工艺，只会争抢宝贵的

电力，浪费巨大的资源，埋下太多

的隐患，必须坚决整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