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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使命：筛选 粮种
□本报见习记者 徐士媛 记者 戴敏 通讯员 林斯乾 王浩 文/图

陈进周（左）与团队成员钟洪斌在基地进行田间管理。 陈进周劳模创新工作室的水稻标本展示区

小朋友和家长在基地体验收割红米小朋友和家长在基地体验收割红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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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育种——一项情怀事业

年末岁首，寒意未消。茶地水稻抗性基地刚
经历一轮晚稻的收割，稻田里留着一茬茬稻梗。

基地负责人陈进周领着记者参观自己的“宝
藏花园”。过了水稻种植的农忙季，他也难得能闲
下来。

“这个品种的稻梗有黑色纹路，是穗颈稻瘟，
说明这个品种抗性弱。”“这个品种水稻就长得很
好，你看，它的梗和穗都很漂亮，没有出现杂色。”
行走在田埂上，陈进周一边走，一边随意折下几
株脚边的稻梗介绍着。

望着稍显萧瑟单一的稻田，他的脸上却浮现
出自豪的神情。“6 月左右是水稻长势最好的时
候，一眼望去，金灿灿的，非常漂亮。”这些在外行
人看来感到脸盲的一株株水稻，他介绍起来却如
数家珍。

对不同水稻品种的抗性了如指掌，对外表
平平无奇的水稻满是溢美之词，体现的是陈进
周的专业水平，让人感受到的是他对水稻育种
的热爱。

研究水稻抗性这份事业，他一做就是 40 余
年。时光倒流回 40 多年前，现在的国家级水稻抗
性基地在最初不过是一个只有 78 个品种的小鉴
定圃。

1978年，从县里“五七”大学农机班毕业的陈
进周回乡干起了农业，成为村里生产大队的科研
组组长。1980 年，上杭县茶地乡大面积推广早稻
红 410、温选青。

起初，水稻从青苗到拔节抽穗灌浆一路看
好，片片稻田里一派丰收在望的美好景象，但就
在开镰前夕，突然出现大面积水稻穗颈瘟，且来
势凶猛，仅数天，原本果实累累的稻田里一片枯
焦。突如其来的稻瘟压弯了稻谷的穗秆，也让乡
亲们损失惨重。

身为科研组组长的陈进周自觉重任在肩，决
心要与稻瘟病斗一斗。

1981 年开春，他便建起了抗稻瘟病鉴定圃，
收集了 78 个水稻品种作对比试验。其间，他每三
天就要到田里观察水稻生长情况并做详细数据
记载。水稻抗性基地雏形就此产生。

1982 年，为了推广新品种的杂交水稻，福建
省农业厅和福建农学院在省内多地展开调研。水
稻新品种在大面积推广种植前需先鉴定品种的
抗性，只有强抗性品种才能广泛推广，此次调研
意在选出适合鉴定新品种抗性的地方，陈进周的
鉴定圃恰好是调研点之一。

在调研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茶地拥有建
设水稻抗性基地的绝佳条件。在海拔、经纬度、地
形地势等地理条件的综合影响下，茶地是稻瘟病
种的天然培养皿，病菌种类多，稻瘟病多发。这就
意味着：能够在茶地顽强生长的水稻属于抗性强
的品种，可以在南方推广种植。

鉴定新品种杂交水稻抗性的迫切需求、绝佳
的自然条件、全身心奉献于水稻抗性研究的陈进
周，在茶地建立水稻抗性基地的天时地利人和皆
备。1982 年，茶地成为福建省新品种推广前的定
点试验点之一。

推广品种试验鉴定点虽在 1982 年就已建
立，但直到 1993 年才成功培育出一批抗性强的
水稻品种。研究水稻抗性需要久久为功，花费三
年五载的时间鉴定一个新品种的抗性是常态，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性工作中，在短期成
效难收获、未来结果不确定的工作状态下，陈进
周也曾犹豫过是否继续。

1995年，有农业公司邀请他成为公司的技术
员，并开出每月工资 5000 元的优厚条件。但彼
时，茶地水稻抗性基地逐渐迈入正轨，研究工作
已有起色，他放不下对水稻的牵挂，最终选择和
水稻抗性基地一同成长。

从基地建立之初，陈进周知道仅凭自己在学
校学习的知识远不够，他积极争取学习培训机
会，每年都要到各种院校、科研机构、培训班给自
己充电。学习不止，耕耘不辍，茶地水稻抗性基地
也脱胎换骨，由小苗圃成长为大基地。

40 多年来，省农业厅在省内建立的 20 个推
广品种试验鉴定点逐渐缩减，但茶地的鉴定点一
直延续保留至今，并在 2003 年经过层层考核与
现场审查，被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确定为南方
稻区国家水稻品种区域试验项目点，成为目前福
建省内唯一一座国家级的水稻抗性研究基地。陈
进周也在 201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拨云见日，未来可期。成为“国字号”后，茶地

水稻抗性基地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扶持，对接了更
多的科研项目。现在，茶地不仅拥有 65 亩的国家
级水稻抗性基地，还建起了 200 多亩的抗性水稻
示范种植点。

陈进周感慨道：“做种业需得严谨，搞水稻要
有情怀。”

抗性鉴定——守护粮食安全

稻瘟病，就像水稻的癌症。
自然环境变幻莫测，水稻抗性鉴定试验无

法在实验室环境内取得最真实的结果，只有将
其置于自然环境中，才能筛选出真正坚强的优
质粮种。

在茶地水稻抗性基地的露天种植田里，水稻
按照品种划分种植，列成方块。一个方块代表一
个品种，每一方块中有 30 到 50 株不等的试验植
株。目前，基地里共有早稻品种 653 种、中稻品种
1228种、晚稻品种 1536种。

做好水稻新品种抗性鉴定测试是茶地水稻
抗性基地的首要任务。从二三月早稻播种开始，
到 11 月左右晚稻收割结束，这段时间都是基地
的农忙季。

在基地内，没有精妙的仪器，没有成群的机
械，一眼望去似乎与普通农田并无差异，但地里
写着水稻品种名称的牌匾和墙上挂着的《水稻品
种试验稻瘟抗性鉴定与评价技术规程》提示着这
块农田的与众不同，这项技术规程由农业部种子
管理局提出并归口，陈进周为主要起草人之一。

与外界想象的精心呵护、小心栽培不同，为
了检验水稻的抗性，基地内的水稻需经风雨、感
病毒。基地主要采用自然诱发，辅助人工接菌，偏
施氨肥，种植感病品种等方式诱发病毒，经过长
时间的调查记载和汇总分析，将水稻品种分为
抗、中抗、中感、感、高感等 5个等级。

种苗种下后，按照规定需要每 3 天观测记录
1 次水稻的生长情况。但实际上，陈进周和同事
们几乎每日都要到田里观察并做好数据记录。基
地的工作人员黄禄生说：“陈进周一天不去就闷
得慌，一天还至少要去两趟。”

在水稻的秧苗期，主要关注水稻是否出现了
叶瘟、苗瘟。水稻收割前，则是穗颈瘟病高发期，
观测工作更要细致严谨。陈进周说：“一株水稻植
株通常有十七八片叶子，由于稻瘟病多体现在叶
片上，所以需要认真观察每一片叶子的状态。”在
收割前的调查工作中，对于叶片状态的确认工
作，至少要进行 3 次，每一个品种的水稻至少要
观察 200穗。

经过茶地水稻抗性基地筛选出的优质品种
主要会被送往福州和海南的农业科研院所和机
构，研究人员将来自国内 6 个国家级水稻抗性基
地的数据进行比较对照，经过进一步筛选、试种
后公布优种，推广种植。除了将良种送往福州和
海南，茶地水稻抗性基地每年也会参加省、市、县
里举办的良种评选比赛，尝试先在周边小范围推
广种植。

近两年，茶地水稻抗性基地培育出了“晶两

优 534”“玮两优 6812”“福香占”等高抗性的良
种。陈进周说：“这几个品种的水稻抗性好，不仅
产量高，而且米质优。”

除了完成水稻新品种抗性鉴定测试和水稻
高产示范推广工作，茶地水稻抗性基地也成为国
内多所农业院校的校外实践点，为培养高等农业
人才筑基垒台。

在基地边上的办公室里，陈进周小心取出其
精心制作的稻瘟标本。健康的水稻叶片和感染稻
瘟病的水稻叶片被平整地粘贴于纸上，叶片旁标
注着水稻的品种名称。

这些标本是他专门为来基地实习的学生准
备的。在他的创新工作室里，摆着两排木柜，柜内
陈列着各种水稻标本，既有袁隆平院士、谢华安
院士等培育的良种标本，也有纹枯病、细条病、穗
颈稻瘟等染病植株标本。

陈进周说：“这样一来，即使学生们在晚稻收
割后也可以看到稻瘟病的模样。2023 年，有 5 名
中国农业大学和 16 名福建农林大学的学生来这
里实习，湖南、浙江等地的学生也常来。”

鉴定品种 31563 个，筛选抗病品种 3325 个，
推荐大田示范品种 289 个，推广面积 900 万亩，亩
产增加 8％～12％，增加经济效益 6 亿余元……
一连串的数字，是陈进周四十余载带领茶地水稻
抗性基地人员，奋斗在水稻抗稻瘟病、水稻新品
种抗病害第一线的最好见证。

乡村振兴——发挥多重角色

茶地水稻抗性基地不仅为国家、省、市农

业科技院所（校）及种子管理部门的水稻抗病
选育与新品种的抗性鉴定提供了科学可行的
依 据 ，同 时 通 过 推 广 优 种 在 最 大 限 度 上 减 少
了当地群众因水稻感染稻瘟病而带来的灾害
损失。

15 岁就从事水稻种植的茶地镇大燮村村民
余文玉是镇里有名的种植大户，拥有 120 亩的家
庭农场，其中 110 亩种满了优质水稻“福香占”。
2021 年前，他的农场以种植红黑米为主，但由于
植株茎秆软、抗倒伏性差，再叠加农场地处风口
的地理因素，稻谷倒伏现象严重。

正在他一筹莫展之时，2021 年，茶地水稻抗
性基地成功选育出“福香占”，茎秆粗壮的“福香
占”为余文玉的水稻事业带来了希望。“‘福香占’
不仅抗倒伏性强，同时产量多、经济收益高，每亩
可收成 550公斤左右。”

此外，田间管理轻松、种植风险小更是余文
玉选择种植“福香占”的主要考量。他说：“种植

‘福香占’不用担心倒伏，风险小，管理更轻松，人
工成本也就降下来了，收割起来对机器的损耗更
小，收割效率提高了。”

大范围种植基地选育的良种的还有茶香米
农业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茶香米合作社”）。
2013 年，陈进周发起茶香米合作社的项目，同年
8 月，茶香米合作社成立，并注册“茶香米”商标，
茶地有了自己的稻米品牌，基地培育的良种也多
了一条推广的渠道。

茶香米合作社为农户们给予良种提供、技术
指导、上门收购等一条龙服务，拥有 100 多户种
植户、300多亩种植田，正大力推广由福建省自主
培育，经过茶地水稻抗性基地鉴定的“闽红两优

727”。
2018年，茶香米合作社被推荐为国家农民合

作示范社。去年，茶香米合作社生产的产品红米
在中国（西部）绿色优质农产品产销对接博览会
中获得金奖。

茶香米合作社负责人梁生和说：“我们虽然
不是省内红米、黑米的唯一生产者，但能够实施
精准加工、形成规模生产效益并建立品牌的只有
我们‘茶香米’。”

无论是建设水稻抗性基地，还是成立农业合
作社，都是既要土地资源，也要劳动力支撑，如此
一来，不仅加速了当地耕地的流转，也为村民提
供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拓宽了乡亲们增收致富
的道路。

除了通过提供良种提高粮食产量外，作为农
民技术员的陈进周还自觉担负起为茶地培养新
农人的重任。“现在，陈进周不仅是全国劳模，也
是行业内有名的‘银发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既
为大学生当老师，也为乡亲们当师傅。”上杭县委
人才办负责人黎克森说。

近年，陈进周每年都会举办 5～6 期的农技
培训班，为农户传授水稻病种防治和栽培知识，
从而提高当地粮食种植专业化水平，推动粮食生
产提质增效。陈进周和他的团队还会走入田间地
头，提供现场指导。

陈进周和团队共开展 100 多期农技科普培
训班，在他们的带领下，茶地农民学习水稻、果
树、林下经济、食用菌、小米椒、生姜等高产栽培
技术热情高涨，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

为了进一步推动农村产业振兴，帮助更多农
户脱贫，2015 年，陈进周团队成立了农业扶贫助
困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队的成员将基地研发的
优质成果送到龙岩、南平、宁德等地的贫困乡镇，
将红米、黑糯、桂花香等稻谷种子免费送至贫困
户家中，同时开展义务代耕，切实帮助贫困农户
解决实际困难。

作为福建省内唯一一家“国字号”南方水稻
抗性鉴定基地，茶地水稻抗性基地还潜藏着更多
促进乡村振兴的能量等待着人们去挖掘。

茶地镇镇长刘开元表示，水稻抗性鉴定是孕
育新品种的前端工作，为了确定新品种的产量，
还需要将经过抗性鉴定的品种进行试种。为将茶
地打造成试种基地，延伸产业链，茶地镇积极推
进国家重大建设项目“上杭县农作物区域性品种
测试评价和种子培育基地建设”，项目总投资
5320 万元，计划于明年建成，从而弥补上杭农业
产业链的空白。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等前期工作，并录入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库。

同时，茶地镇还计划将水稻抗性研究基地打
造成农业研学基地，活化利用茶地镇水稻种植培
育的丰富资源，开展农业科普教育，培育尊重农
业、珍惜粮食的良好风气，在创新乡村文旅体验
的同时，带动茶地产业发展。

刘开元说：“我们将着力持续用好水稻抗性
基地这个宝藏资源，提升茶地农业发展能级，进
一步夯实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让更多农户共享
水稻抗性基地这块大蛋糕带来的利好。”

粮稳天下安，而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守护粮食安全的新征程上，选育优质种子，全面推进
种业振兴是关键一环。在上杭县茶地镇，一个人口不足 1 万人的乡镇里，却藏着一个国家级的水
稻区试新品种抗稻瘟病鉴定试验示范基地（以下简称“茶地水稻抗性基地”）。

四十余载，日复一日，培育新种，筛选良品，这个水稻抗性基地默默承担着监测粮种抗性的
重任。新时代下，这个基地担起一个新使命，为乡村产业发展助力，为乡村振兴赋能，为实现“粮
满仓，天下安”的社会富饶愿景给予保障和支撑。

核 心
提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