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颖 通讯员 巫立军
林慧） 记者从省运输事业发展中心获悉，7
日至 9 日高考期间，全省将组织 4200 辆以
上 出 租 车（含 网 约 车）、3300 辆 以 上 公 交
车、7 条地铁线路、140 个地铁站参与高考
运输保障服务。各设区市采取加大途经各
考点公交线路发班密度、开通高考定制专
线、包车服务、落实应急运力储备等措施，
保证考试期间运力需求，为广大高考生出
行保驾护航。

福州组织了 1300 多辆出租车、80 多辆
公交车和 4条地铁线路参与爱心助考，考生
和家长可凭借准考证免费乘坐有“高考直
通车”“爱心助考”等标识的车辆。福州地铁
在地铁站设置“高考绿色通道”，考生及陪
同家长可通过通道优先安检。各地铁站设
立助考服务站，备齐文具、雨衣等物品。

莆田有 100 多名“国投·小黄车”车队
司机自愿报名，参加爱心送考。高考期间，
莆田全市考生和监考老师可凭 2023 年高
考 准 考 证 和 监 考 证 免 费 乘 坐 除 K05 路 、

K06 路、K08 路高速快运专线以外的所有
公交线路。

高考期间在泉州，凡持本人学生证（高
三）或准考证的高考学生，即可免费乘坐包
括 1 路、K1、K301、501、微 1 等 62 条线路在
内的一元一票制公交线路以及观光公交巴
士“小白”。同时，泉州市还有 190 辆出租车
参加爱心送考服务，考生家长可通过电话
0595-28036333预约。

在厦门，考生看到摆放有“2023 高考爱
心服务车”牌子的出租车、网约车，即可招
手 拦 车 搭 乘 前 往 考 点 ，也 可 拨 打 0592-
5151000 提前预约；在厦门一中、双十中学
等 4个考点门口，相关部门将设置爱心服务
站，提供饮用水、药品、小扇子等防暑物品。

今年在漳州市区，将有 200名出租车驾
驶员、公交线路 22 条、公交车辆 238 辆参加
爱心送考活动。考试期间，考生可凭准考证
免费乘坐前挡风玻璃上贴有“爱心送考车”
标志出租车和公交车。

在龙岩，新罗区组织旅游包车 14辆、巡

游出租车 20 辆及网约出租车 15 辆参与高
考服务；永定、长汀分别组织高考专线公交
车 9 辆、15 辆；武平考生可免费乘坐县城内
8条线路、14辆公交车。

在三明沙县区，针对青州、夏茂两个乡
镇的农村考生的需求，当地调配 5辆客运车
辆专门用于接送两个乡镇的考生赴沙县一
中和金沙高级中学高考考点。尤溪县安排
网约车 10 辆、出租车 30 辆免费运送考生，
随车配备矿泉水、风油精等物品。

南 平 投 入 52 辆 客 车 、701 辆 公 交 车 、
343 辆 出 租 车 、68 辆 网 约 车 参 加“ 爱 心 送
考”活动，准备 30 余辆出租车作为应急保
障 车 辆 。其 中 延 平 、建 阳 、浦 城 投 入 专 用
车 辆 为 600 余 名 乡 镇 考 生 提 供“ 点 对 点 ”
服务。

宁德组织 708 辆公交车、1147 辆巡游
出租车、20 辆网约车、20 辆客车参与“高考
爱心直通车”活动。同时，宁德市公交公司
安排了 8辆“公交党员高考爱心直通车”，对
高考寄宿生进行点对点接送。

超七千辆出租车公交车参与我省高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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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各地家长可以提前进行爱心送考

预约，享受“一对一”爱心送考服务。
福州市区：
预约方式一：关注“福州微文明”或

“福州晚报”微信公众号，向后台发送关
键词“高考”，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

方式二：拨打 12328 服务热线、福
州晚报新闻热线 83770333、福建交通
广播热线 968897转 1号键。

莆田：专车接送预约热线 0594-
8996869。

泉州：预约热线 0595-28036333。
厦门：预约热线 0592-5151000。
漳州：预约热线为 95128、968969，

截止时间为6月5日18时。
宁德：中 心 城 区 出 租 车 预 约 热

线 0593-2933902、2933903、2072933、
2073933。

本报讯（记者 何金 文/图） 6月 2日至 3日，由龙马社出品制
作，张国立、王刚、张铁林领衔主演的话剧《断金》在泉州大剧院上演。

从 2000 年到 2009 年，四部《铁齿铜牙纪晓岚》让张铁林、张国
立、王刚成了家喻户晓的“铁三角”组合。时隔多年，“铁三角”再度
合体，三位年龄加起来超过 200 岁的老戏骨，带着沉淀多年的纯熟
演技，以及独特的风骨走进舞台，把对戏剧的一腔热血，化作了一
幕幕精彩的表演。

据了解，著名编剧邹静之为《断金》剧本花费了 10 年心血，13
次易稿，塑造了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东安市场的兴衰变迁，以
及东安市场里大小人物的众生相。

除了剧本和演员外，原汁原味展现历史风貌也是该剧的一
大看点。老北京的老礼儿、建筑的制式、服饰的细节、商贩的吆
喝、王府井的历史、剧中闪现的历史事件……从舞台布景到服装
妆发再到灯光音效，主创团队都认真考究了当时的历史和人们
的生活状态，力求还原一幅真实的历史生活画卷，传递时代的人
文风俗原貌。

“铁三角”组合携话剧《断金》亮相泉州

（上接第一版）
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被认为是“第二次绿色革命”。“第一

次绿色革命”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矮秆水稻取代高秆水
稻，使我国水稻产量整体提升了 30%。这一次，全国水稻再次
增产 20%。

从此，杂交水稻，犹如星星之火，在福建田间呈燎原之
势。历史数据显示：1976 年全省种植杂交水稻 5 万亩，1977 年
248 万亩，1978 年 800 万亩。

不育系“V41A”及其组合随之被各个省份广泛引种，还
走出国门。其中，“四优 6 号”以 4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美国圆
环公司。

1981 年，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全体发明人被授予国家技
术发明奖特等奖，其中也包括福建协作组成员。这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国家颁发的第一个特等发明奖。

拯救杂交水稻命运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仅仅过了几年，稻瘟病大流行，将成
长中的杂交水稻产业带入至暗时刻。

稻瘟病是一种由子囊菌引发的真菌病害，水稻三大病害
之首。爆发时，犹如一场无烟火灾从稻田掠过，所到之处，轻则
减产，重则绝收。稻农撒石灰、烧田块、喷农药，根本无济于事。
在“稻魔”面前，第一代杂交水稻不堪一击。

高温高湿的福建稻区，更是稻瘟病高发区。仅 1981 年，全
省早稻便失收近 20 万亩，损失稻谷 1.5 亿多斤。当时还在三明
市农科所工作的谢华安参与灾情调研时，看见一名种植户种
了 11.5 亩稻子，只剩下田埂边的零星稻株，“边流眼泪边指着
稻田说，放三只鸡下去都吃不饱”。

杂交水稻产业惨遭重创。一些稻农戏称“千斤长相，八百
斤产量”“前劲有余，后劲不足”。许多杂交稻种子被封存，农民
重新种回常规稻，全国杂交稻种植面积锐减。

在这样的背景下，福建组织全省水稻育种攻关。
作为当时三明地区南繁领导小组组长，谢华安很早就意

识到，第一代杂交水稻杂种优势显著，株叶形态漂亮，但可能
不抗稻瘟病。比如，“南优 2 号”在苗期就出现了明显的稻瘟
病病斑。彼时，国内使用的恢复系大多从国际水稻研究所引
进。谢华安下定决心：“一定要选育出中国自己的抗稻瘟病强
恢复系。”

1977 年，他开始广泛收集恢复系品种，开展大量杂交试
验。远隔重洋的两个品种“IR30”和“圭 630”被选中了。

“IR30”来自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其配组的组合更
抗病；“圭 630”则由莆田农科所从圭亚那引进，不仅恢复力强，
籽粒也很大。经过地理渊源杂交，世代筛选，谢华安从中选出
了 36个株系。

这些株系谁更能抵御无孔不入的稻瘟病？让它们在极端
环境中接受考验。

谢华安在三明选择尤溪、宁化、明溪、永安、沙县 5 个重
病区，多年多点多代栽培，从中选择抗病力最强的株系。后
来，他又听说国际水稻研究所用旱病圃筛选鉴定抗病品种，
觉得是个好办法。1980 年，谢华安在稻瘟病病害最严重的早
稻田，中间割去一行，做成一个菜畦，采用旱播、旱育的方
法，人为营造更为恶劣的生长条件。其间，他还从周边病区，
收集染病植株，把叶片切碎、水洗，用含有稻瘟病病菌的水
喷洒秧苗。

编号为“e6”的株系经受住了考验。它就是后来带领中国
杂交水稻走出阴霾的“明恢 63”——“明”代表三明，“6”“3”分
别来自两个亲本的名字。室内人工接菌与抗普分析结果显示，

“明恢 63”抗菌株率 96.08%。
以“明恢 63”为恢复系，谢华安配成了众多杂交组合。其

中，与不育系“珍汕 97A”的杂交后代“汕优 63”最具代表性。
1981年，谢华安把“汕优 63”试种情况写成了报告，在一场

全国性会议上当面递给袁隆平。对方耐心翻阅，听取汇报后
说：“不错啊，表现很好。”谢华安问，能不能参加国家试验。袁
隆平爽快答应：“明年就参加全国南方稻区杂交稻区域试验。”

1982 年，“汕优 63”同时参加市、省、国家三级区试，表现
亮眼。很快，全国各地开始大面积引种，农民从“怕种”转向

“争着种”。
1986年，全国杂交水稻顾问组专家会议在福建召开。袁隆

平见到谢华安的第一句话就是：“老谢，你的‘汕优 63’已经是
全国播种面积最大的水稻品种了，祝贺你！”

此后，“汕优 63”长盛不衰，连续 16 年保持全国杂交稻种
植 面 积 之 最 ，累 计 推 广 近 10 亿 亩 ，其 中 1991 年 就 近 亿 亩 。
1988 年，“汕优 63”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明恢 63”也成
为中国杂交水稻历史上遗传贡献最大的亲本。国家水稻数据
中心统计显示，过去 50 年里，“明恢 63”是我国应用面积最大
的恢复系。

已故著名育种家、“中国超级稻之父”杨守仁曾对谢华安

说：“是你拯救了杂交水稻的命运。”

传承与创新“稻”路

在后来的日子里，谢华安团队又选育出了“明恢 77”“明恢
86”等一批优良恢复系，配组了“汕优 77”“V优 77”“Ⅱ优明 86”
等风靡一时的杂交组合。其中，“汕优 77”“V优 77”是具有强大
抗稻瘟病能力的早稻品种，与中晚稻品种“汕优 63”形成熟期
配套，累计推广面积位列中国杂交早稻前五。

雷捷成团队选择了不一样的技术路线。
由于稻瘟病抗性较差，“V41A”逐渐退出了生产。20 世纪

80年代初，雷捷成所在的课题组，开始将选育强抗稻瘟病不育
系作为主攻方向。20世纪 90年代育成的“福伊A”，是当时国内
抗稻瘟病最强的不育系，尤其在湖北恩施等武陵山区，抗性保
持十年未衰。

其实，在杂交水稻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福建育种
工作者都拥有自己的姓名——

20 世纪 90 年代，二系法杂交稻问世。其特点是不需要保

持系作中介，不育系在不同光温条件下会发生育性转换。不育
时，与恢复系杂交制种；可育时，自交自繁。但生产上气象多
变，不少二系不育系育性不稳定，引发减产。福建育种家杨聚
宝选育的二系不育系“SE21S”，以育性稳定、制种安全著称，国
内育种界称之为二系稻的“一匹黑马”。

1996 年，中国启动超级稻育种计划。迄今为止，福建共
有“荃优 212”“福农优 676”等 9 个杂交品种，被认定过超级
稻品种。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福建率先探索航天诱变育种，创制
出“航 1 号”“航 2 号”等恢复系，选育出“特优航 1 号”“Ⅱ优航 1
号”等组合。其中，“Ⅱ优航 1 号”作为再生稻品种，曾在尤溪县
创造出百亩单产世界纪录。

……
如今，从光辉岁月中走来的福建杂交水稻，正面临着新的

挑战与课题。
在需的这端，市场对种业的需求日益多元化，不仅要高产

管温饱，还要优质、耐储藏、适宜机械化生产等；在供的那头，
福建水稻育种根基深厚，但进入新世纪后，让人眼前一亮的拳
头产品并不多。

捧过接力棒的新一代育种家正直面挑战，探索新“稻”路。
近几年，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研究员张建福领衔的水稻

抗逆分子育种团队，接连在权威期刊发表论文，挖掘出系列水
稻功能基因，揭示了水稻耐旱、抗稻瘟病、耐盐碱、生长调控等
分子调控机制。

“传统育种周期长、效率低、不确定性大。”张建福说，破译
了水稻的遗传“密码”后，将应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全基因组
选择、分子模块设计等现代育种技术，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前沿科技，变“经验育种”为“定向育种”，“像设计工业产品
一样，精准设计出水稻新品种”。

眼下，他的育种计划包括选育耐盐碱品种，拓展沿海地区
耕地资源；耐储藏品种，减少粮食损耗与储备成本；更强再生
力品种，进一步做大再生稻产业。

着眼种业短板，张建福希望推动建设一个高水平的育种
平台，把全省种质资源汇聚起来，把不同学科的人才聚集起
来，把研发机构和种业企业联合起来，在共建共享中，形成种
业创新的合力。

“我们将进一步发挥优势，强化科企联合育种攻关，推动
资源向企业流动，将现代分子育种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相结
合，培育一批丰产、抗性、优质、广适的突破性品种，为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作出福建新的更大贡献。”省种子总站站长赵杰樑
说，最近两轮种业创新与产业化工程，省级共安排财政资金
8400万元，用于支持开展水稻良种攻关与产业化开发。

如今，雷捷成已退休多年，但他当年领衔的不育系选育
课题组，经三代传承，依然活跃在育种研究一线。40 年间，研
究的方向从最初聚焦稻瘟病抗性问题，到后来着重提高不育
系配合力和异交特性。如今，第四代研究者、省农科院水稻研
究所副研究员张以华，则将选育米质好、早熟的不育系作为
发力点。

在他看来，中国禾下追梦的 50年，就是科研精神在一代代
育种家中传承与创新的 50年。他通过一张不育系系谱图，展现
传承与创新的力量。

“启源 A”是张以华新近获得植物新品种权授权的不育
系，优质、高异交、耐高温、抗性好。沿着系谱图逐代追溯：其祖
辈是“福伊 A”，曾经国内抗稻瘟病最强的不育系；高祖辈是

“V41A”，早年国内四大不育系之一；发端则是“野败”，最初在
三亚沼泽地中找到的那株天然不育株。

“正是‘野败’点燃了杂交水稻创新的星星之火，通过一代
又一代育种家接力传承，创新的火焰在半个世纪后依然熊熊
燃烧，并愈发绚烂。”张以华说。

本报讯（记者 施辰静） 4 日下午，首届中国电视剧大会优秀
电视剧八闽展播活动在厦门启动。活动以“放歌新时代 剧耀新征
程”为主题，将从 6月到 10月在省、市、县全媒体平台展播一批优秀
电视剧，这也是首届中国电视剧大会期间唯一覆盖全省 9 个设区
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的活动。

本次活动策划推出“山海情深”“生活交响”“正义华章”“奋
斗赞歌”四个展播主题，第一批推荐《山海情》《我们这十年》《人
世间》《狂飙》等 23 部优秀电视剧，努力形成主题鲜明、百花齐放
的生动景象。

近年来，福建省广电局深入实施“全方位推进闽派电视剧高
质量发展五年行动计划”，推动电视剧制作机构创作生产了一批
融入福建元素、讲好福建故事、诠释福建精神的“闽派”电视剧精
品，多部作品获得“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金鹰奖等行业权威
奖项，成为引人注目的福建文化现象。此次展播活动是福建省广
电局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
育的具体行动，旨在发挥电视剧大众文艺形式的作用，推动中国
电视剧大会连接大众、剧耀八闽，切实满足基层人民群众对美好
视听生活的需求。

首届中国电视剧大会
优秀电视剧八闽展播活动在厦启动

2 日 ，由 共 青 团
闽 清 县 委 员 会 、闽 清
职 专 主 办 的“ 青 春 心
向 党 筑 梦 绽 芳 华 ”
2021 级学生成人礼举
行 ，现 场 开 展 放 飞 心
愿气球、迈过成人门、
为 学 生 献 花 等 活 动 ，
鼓 励 学 生 们 心 怀 感
恩、刻苦学习、勇于担
当、永续奋斗，在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中贡献
青年力量。

本报记者 游庆辉
通讯员 赖洁星 摄

谢华安在海南南繁基地（资料图片）。省农科院供图谢华安（右）与袁隆平在海南南繁基地（资料图片）。省农科院供图

建宁县制种基地农机手正在进行飞防作业建宁县制种基地农机手正在进行飞防作业。。肖开涯肖开涯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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