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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品种“龙稻21”亩产超500公斤
9月24日，记者从黑龙江省大

庆市获悉，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

新中心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单位

专家，对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

中心东北中心选育的耐盐碱水稻品

种“龙稻21”千亩示范片现场测产，

实收测产亩产达508.6公斤。

以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前为组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柏连阳等11位

专家组成的专家组一致认为，在东

北典型的富含碳酸钠和碳酸氢钠的

苏打盐碱地上，“龙稻21”表现出了

较强的耐盐碱特性和优质、高产等

优良性状，产量与东北地区水稻平

均产量持平。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东北

中心主任来永才介绍，该省拥有

1500万亩有水资源的苏打盐碱地，

土壤黏性重，水不易排出，是盐碱地

中的“硬骨头”。对此，国家耐盐碱水

稻技术创新中心东北中心坚持“以种

适地”和“改土利种”双向发力，构建

资源搜集利用、技术配套集成、新品

种培育的创新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开

发利用盐碱地。目前，该中心已审定

推广21个耐盐碱水稻品种，创新集

成了盐碱地水稻提质增效、轻简节本

直播、芦苇专项治理、稻壳深埋、稻田

泥浆化治理等技术模式，累计推广面

积1000多万亩。

此次测产的示范基地位于黑龙

江省安达市先源乡八里岗村，示范

面积3000亩，pH值9.0左右，盐度

含量2.2‰。示范品种“龙稻21”是

通过对国内外水稻优异种质资源进

行耐盐碱筛选，培育出的综合性状

优异的耐盐碱水稻品种。

（据《科技日报》）

博 览科技

9月19日，中国科学院过程工

程研究所（以下简称过程工程所）牵

头的“粉煤灰基土壤调理剂盐碱地

改良技术开发及应用”项目顺利通

过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组织的科

技成果评价。评价委员会一致认

为，项目技术成果处于国际领先水

平，实现了重度盐碱地一年即可改

良成功的重大突破，建议加快该项

技术的推广应用。

会上，项目负责人、过程工程所

研究员马淑花进行了详细汇报。传

统盐碱地改良技术存在排盐降碱难

的问题，导致重度盐碱地低产甚至

绝收，且改良周期长。

过程工程所资源循环与先进材

料课题组长期从事粉煤灰资源化利

用研究，基于多年的研究积累，面向

重度盐碱地改良和粉煤灰规模化消

纳等国家重大需求，提出以激活粉

煤灰为媒介、以重建土壤结构为突

破口的全新改良思路，研发出毒害

元素深度脱除-有益组分性能激

活-盐碱土壤结构重建-养分动态

平衡的盐碱地改良成套技术及装

备，达到了重度盐碱地低成本高效

改良和粉煤灰大规模高值化利用的

双重效果。

据了解，依托本项目成果，目前

已建成10万吨/年粉煤灰基土壤调

理剂生产线，推广使用面积5000多

亩，达成改良服务协议5万亩。传

统改良技术成本为每亩万元以上，

运用该技术后可使亩均成本降至

3000～5000元。极重度盐碱地经

改良1-2年后，土壤pH值由10.5

下降到8左右，土壤盐分得到有效

控制，作物增产显著，土壤生态环境

显著改善。

该项目成果推广后对于解决粉

煤灰大量堆存难题，提高优质耕地

面积，积极服务“三农”，具有重要推

动作用，且具有明显成本优势，市场

竞争力强，推广前景广阔。

该项目由过程工程所与北方民

族大学、宁夏农垦贺兰山农牧场（有

限公司）合作完成。评价委员会由

中国工程院院士柴立元担任主席，

中国工程院院士邱定蕃等4位专家

担任委员。 （据新华网）

科学家用粉煤灰成功改良盐碱地

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东北中心——

丰收“金满仓”
10 月 6 日，河北省遵化市

刘备寨乡农民在整理玉米（无

人机照片）。金秋是丰收的季

节，农民抢抓农时开展农作物

的收获、晾晒、储存，一派丰收

景象。

新华社发（刘满仓摄）

该项目成果推广后对于解决粉煤灰大量堆存难题，提高优质耕地面
积，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且有明显成本优势

国家发展改革委 8 月

24日发布《粮食质量安全监

管办法》，旨在保护粮食生

产者的积极性，维护粮食经

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加强粮食流通领域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保障国家粮食

质量安全。

办法包括总则、粮食质

量安全风险监测、粮食质量

安全管理、粮食质量安全检

验、粮食质量安全事故处

置、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

则等8章，共50条。办法自

2023年 10月 1日起施行。

《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6年

第42号令）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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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办法保障粮食质量安全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做好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扛在肩上，确保

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各级

宣传文化部门要强化政治担当，勇于改革创新，敢

于善于斗争，不断开创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新局面。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10月 7日至 8

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

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

性，为进一步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

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最根本就在于有习近

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

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

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

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

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会议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

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

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

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

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了强大伟

力，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

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

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

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必将随着实践深入不断丰富

发展。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持续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研究、

阐释，并自觉贯彻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方

面和全过程。

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

思想，围绕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

部署，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凝心铸魂，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深化内化转

化上下功夫。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

舆论，以强信心为重点加强正面宣传，提高舆论

引导能力。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进

创新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繁荣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

承。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增强中华文明传

播力影响力。坚决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

敢于亮剑、敢于斗争。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的全面领导，落实政治责任，勇于改革创新，强

化法治保障，建强干部人才队伍，为担负起新的

文化使命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以钉钉子精神

把各项任务要求落到实处，不断增强工作能力本

领，提高工作质量效能，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奋斗和实践中展现

新气象新作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书

磊作工作布置。

中央网信办、人民日报社、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国务院国资委、北京市委宣传部、四川省委宣

传部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

铁凝、谌贻琴出席会议。

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省

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宣传

文化系统各单位，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

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金融机构、部分企业、高校，

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