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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技新知新知

桃味遗传密码被破译桃味遗传密码被破译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

种团队破译了桃高质量新基因组及果实香气遗传进化
机制，为寻找浓郁桃味、桃风味改良奠定了基础。

该团队开展了256份桃种质资源的香气物质分析，
发现与野生种群相比，5种主要香气物质的含量在育成
品种群中降低了18.3%~90.7%，使得育成品种香气显
著下降，桃味不足；利用新组装的“早上海水蜜”高质量
基因组，鉴定与果实香气物质关联的基因组位点214
个，发现其中25个位点受到人工选择，导致控制香气的
部分基因组位点丢失，从基因组水平上解释了桃驯化和
育种中的果实香气下降的分子机制。

据介绍，早在公元前1世纪，桃经丝绸之路由中国
传播到波斯乃至西亚各国，然后传至欧洲地中海国家，
最后被带到南美以及墨西哥。目前，世界上95%以上的
栽培品种均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中国的“上海水蜜”，因其
桃汁多、味美，受到全世界广大消费者的喜爱。本次测
序的“早上海水蜜”属于“上海水蜜”品种群的代表品种，
将对研究桃近代育种历史和发掘重要育种相关性状的
基因具有重要意义。

(据《科技日报》)

近日，由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重庆
市大足区试种的15亩巨型稻获得成功，亩产达到了
800公斤。

据介绍，巨型稻的高度一般是常规稻的两倍，有的
高度超过2.2米，不仅抗病、抗倒伏能力强，而且耐淹
涝、耐盐碱，还能为植株带来充分的营养，为水产、哺乳
类动物遮阴避凉，提供栖息场所。巨型稻的一个突出
优点是适合种养结合、稻鱼共生，在稻田里既种稻子又
养水产，能大幅增加亩产收益。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计划明年继续扩
大巨型稻种植面积，并启动在稻田里发展“稻鱼共生”
的试验项目，助力农民增产增收。未来，还将继续致力
于航天育种、杂交水稻组合选育、新品种试验示范和超
级杂交稻高产栽培等方面的研究，计划5年内选育8个
左右优质品种，在重庆及周边地区推广。

（据新华网）

““巨型水稻巨型水稻””试种成功试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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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岑巩县一对新农人夫妇的产业探索

产业发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史玉根
■ 杨俊

仲秋时节，位于贵州省岑巩县平
庄镇后坪村的一片杉树林里，云雾缭
绕，曲径通幽，一根根白色菌棒整齐
码放，一朵朵一丛丛褐色的小菌伞破
棒而出，静静绽放。

这个占地600亩的林下茶树菇种
植示范基地，是当地政府组织实施的
东西部扶贫协作项目成果之一。依托
贵州苗岭黔菇菌业有限公司，目前，该
基地通过分红和务工，惠及1000多名
脱贫人口和100多户村民。

苗岭黔菇菌业公司副总经理、
“80后”丁德芬介绍，茶树菇是她与
丈夫田洪湖从江西引进的新产品，短
短几年，企业生产规模已达到年产菌
包 800万棒、鲜菇 42万斤，年产值
2000万元，并拥有自己的品牌和多
个深加工系列产品。

利用本地自然资源优势，适时调
整产业种植结构，大胆引进新品种，
不断开发衍生产品，延伸产业链，在
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丁德芬夫妇
将茶树菇产业一步步打造成村民致
富的主导产业，并为岑巩县实现林下
经济单品突破铺展了一条新路。

产业转型，引种茶树菇

在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岑
巩县，不少村民利用丘陵坡地种植
烤烟等经济作物。丁德芬夫妇属于
较早一批种植烤烟的农户。从
2011年开始，他们在平庄镇后坪村
流转耕地，连续种植烤烟，不但改善
了家里的生活条件，还积累了一些
资金。

由于长年连作造成土壤营养失
衡，烤烟产量和质量下降。2015年，
丁德芬夫妇决定放弃烤烟种植，另觅
可持续的经济农作物品种。一次偶
然的机会，他们了解到，岑巩县适合
茶树菇种植，而且有不少闲置的烤烟
房可以利用。

丁德芬夫妇决定先行先试。
2015年上半年，田洪湖到江西考察

茶树菇产业情况，学习种植技术。
他购回2万棒菌包，按照专家的指
导，在闲置的烤烟房里进行试种。
在夫妻两人的呵护之下，菌包顺利
出菇。

试种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
一步。从江西购买菌包，成本太高，
长期雇请技术人员，费用也吃不消。
丁德芬夫妇决定自己亲自上阵。

“我们也是边干边学，现学现
卖。”丁德芬对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
者说，菌包制作要求十分严格，配料、
装袋、灭菌、接种、菌丝培养等各个环
节，不能出任何纰漏，“车间里WIFI
信号不好，一趟趟跑办公室下载或截
屏操作教程视频，再回到车间指导员
工操作。每次灭菌，一晚上要起来好
几次。”

经过多次试验，自制菌包获得成
功。2017年1月，丁德芬和田洪湖说
服几家农户成立专业合作社，抱团发
展茶树菇产业。2018年初，夫妻俩
投资成立贵州苗岭黔菇菌业有限公
司，按现代企业管理，加快茶树菇产
业发展。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茶树菇就在
平庄镇后坪村等村寨“生根开花”，带
动了当地村民增收。丁德芬夫妇的
公司也成为当地一家举足轻重的农
业龙头企业。

产业升级，发展林下种植

对丁德芬夫妇来说，发展林下茶
树菇种植，既是机缘巧合，也是产业
发展的一次升级。

岑巩县山多且森林覆盖率高，林
地资源十分丰富。从2018年开始，
岑巩县加快林下经济发展，助推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作为农业龙头企
业的苗岭黔菇菌业公司和已经本土
化的茶树菇产业，很快进入当地党委
政府的视野。其时，丁德芬夫妇也正
想对茶树菇产业进行升级，但苦于资
金不足，难以推进。

目标相同，双方一拍即合。
2019年，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项目
之一的林下茶树菇种植项目在平庄

镇落地，项目投入近800万元资金，
（其中帮扶资金600万元），进行基础
建设。一年后，面积达600亩的林下
茶树菇种植示范基地全部竣工。项
目采取“党支部+企业+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组织方式，基地的生产、
管理和产品销售由公司负责，每年，
公司给利益联结的贫困户、脱贫户进
行保底+效益比例分红。

基地投产后，茶树菇产量大增，
品质也有提高。丁德芬告诉记者，

“林下茶树菇蛋白质等营养成分比大
棚茶树菇要高一倍多，口感也好很
多，因此更有市场竞争力。从成本上
来算，建一座占地一亩多的出菇大棚
要10万元，而林地的流转费用一亩
才30元，加上基础设施建设费用，成
本也远低于大棚种植。”

开发衍生品，延伸产业链

按照合作协议，农户种植的茶树
菇，也由苗岭黔菇菌业公司负责回收
销售，这意味着，茶树菇产出越多，企
业就要找更多的销路。

“一个月光发工资就要20多万
元，还有每年要分红，压力确实很大。”
丁德芬说，只有把产品及时销售出去，
并且卖出好价钱，企业才能正常运营，
农户才能持续增收。

其实，丁德芬夫妇一直很重视产
品营销。公司成立后不久，他们就注
册了“苗疆”商标，并设计了有苗乡特
色的LOGO。丁德芬还在抖音平台
开设了“小丁茶树菇”账号，经常自己
出镜拍摄短视频，推介茶树菇产品。

“我们打听过，找网红来做形象代
言人、直播带货，都要花不少钱，还不
如自己上。”丁德芬笑着说。

林下茶树菇种植成功后，丁德芬
和她的团队适时调整营销战略，以仿
野生种植、天然绿色食品、营养更丰
富等为关键词，大力推介林下茶树菇
产品，吸引了更多消费者。如今，他
们在10多个知名网购平台和相关实
体店都铺了货，产品远销浙江、上海、
广东等地。

产品的深加工程度与独特性，直
接关系到产业经济效益的高低。记
者在苗岭黔菇菌业公司的产品陈列
室看到，茶树菇干品、茶树菇辣椒酱、
茶树菇面条、香菇脆、茶树菇开袋即
食等系列产品，琳琅满目。

这些产品有的是公司团队研发
的，有的则是出自丁德芬自己的创
意。刚刚上市的茶树菇开袋即食就
是她在今年夏天突发奇想，自己研制
出配方之后，委托重庆一家食品厂加
工的。丁德芬干过餐饮业，对食品研
发颇有灵感。

“很多人尝了，都说好吃。据我所
知，现在市场上还没有这种食品。”丁
德芬说，“像辣椒酱、开袋即食这样的
食品，属于深加工产品，附加值高，比
卖鲜菇、干菇更赚钱。以后，我们要多
搞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
值。企业多赢点利，也可以带动更多
村民增收致富。”

■ 李文涛

2020 年，脱贫攻坚决胜之年，我作为
刚到广西柳州市工作不久的选调生，主
动请缨加入三江县归亚村驻村工作队。

三江曾是国家级贫困县，归亚村是这
里的深度贫困村，由佩东、归亚、初沙3个
自然屯组成，450多户、近2000人，村民主
要经济来源为种植茶叶和外出务工，2020
年初仍有 33 户 127 人未脱贫。作为工作
队队员，我负责协助第一书记抢抓因疫情
耽误的时间，推进归亚村各项扶贫工作。

住房保障是脱贫指标中“两不愁三保
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贫困户实现脱贫的
必要条件。2020年5月初，距离全区打赢
住房保障攻坚战还剩不足2个月，但归亚
村仍有一家不愿搬迁。

“说什么都不搬！我和老伴在这里住
了一辈子，哪里都不去。搬走了，儿子回
来会找不到我们。”村里当时的贫困户胡
家房屋破损，却一直让上门沟通的我们吃

“闭门羹”。通过与户主亲朋好友多方联
系，一个月10多次登门后，终于在6月初，
我们帮助胡家搬进了乡里统建的新房，归
亚村顺利完成各项脱贫攻坚任务。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工作在乡村
一线的我们，就是穿针引线的人。

参与脱贫攻坚的时间虽不长，但让我
感受到人生第一场全方位的考验：迎检前
通宵达旦的工作准备，是对精力和体力的
考验；检查时对各类指标数据的掌握，是对

记忆力的考验；劝导执拗贫困户配合工作，是对耐心和恒
心的考验；处理塌方、火灾等各种险情，是对勇气和智慧
的考验；每天方方面面多线多头的工作，是对工作方法和
能力的考验。

扶贫工作经历，帮我在短时间内找到了农村工作的
窍门：热爱所从事的工作，热爱脚下的土地和当地群
众。在与建档立卡户的频繁接触中，我发现每个贫困户
都有其致贫的独特原因。要想让贫困户顺利脱贫，“因
户施策，因人施策”至关重要。对于“因缺少劳力致贫
户”，重点是要让他在家发展产业，同时辅以民政兜底政
策；对于“因缺少土地致贫户”，则要鼓励家中劳动力外
出务工或支持其创业；对于“因懒致贫户”，重点是要激
发其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驻村期间，我主动适应侗乡
苗寨风俗，学讲苗家话、走山间路、吃农家饭，逐步拉近
了和驻村群众的心理距离，增进了和他们的感情。

2021年4月，驻村已满一年的我本有机会返回市里工
作，但因心中为归亚村发展构思的远景规划才刚刚展开，我
不舍离去，主动接任第一书记，继续在基层一线“炼”青春。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富东
燕 发自北京 近日，由中国扶贫基
金会与阿里巴巴公益共同主办的乡
村儿童发展论坛在京举行。论坛
上，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公益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
乡村儿童发展报告2021》（以下简
称《报告》），聚焦乡村儿童发展，全
面梳理了乡村儿童发展的特点、面
临的挑战以及未来机遇等。据介
绍，该报告是我国首份聚焦乡村儿
童发展的数据调查与研究分析报
告。

《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儿童政策在保护、教育和福利领
域均取得重大进展，乡村儿童发展
综合水平逐年上升，城乡一体化成
效初步显现。乡村儿童福利保障平
稳发展，社会保护水平逐年上升，健
康卫生城乡一体化水平稳固提升，
教育发展逐年提升，城乡差距逐渐
缩小。

《报告》指出，乡村儿童发展领
域依然面临着突出挑战。主要包
括：乡村儿童基础性、普惠性、兜底
性资源需求快速释放；乡村儿童主
任人才队伍专业化发展落后于城乡
一体化要求；乡村儿童福利服务水
平存在结构性短板；乡村儿童安全
保护和心理健康需求更加迫切。

为此，《报告》提出在乡村振兴
阶段乡村儿童发展事业的五项基本
任务：普惠性补充，包括积极发展心
理健康、儿科医疗、学前教育、婴幼
儿托育事业等；专业化发展，即依托
儿童社工学院为乡村地区培育儿童
服务的专业化人才；制度化转型，加
快儿童福利与保护机构优化，落实
监护干预和家庭教育指导；公共化
转变，包括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扩大
服务对象、增加服务内容，鼓励市场
主体、新社会阶层和志愿者等多类主体共同参与；信息
化建设，充分利用信息平台革新服务手段、工作机制和
服务架构。

《报告》从乡村儿童事业创新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的角度提出，要以建立多层次、基础性和普惠性的乡
村儿童发展支持体系为远景目标。为此，我国乡村儿
童发展支持体系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21-
2025），以“十四五”规划纲要为目标，提升儿童发展体
系的城乡均等化水平，实现乡村儿童服务人群向全体
儿童转变、乡村儿童工作队伍向专业化转变、乡村儿童
福利体系向高质量转变。第二阶段（2025-2035），以社
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实现儿童发展的城乡均等化，儿
童福利与保护水平更加先进，城乡儿童教育和资源更加
均衡，乡村儿童的成长环境更加良好，乡村儿童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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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德芬在基地采摘茶树菇。

当地妇女种植的茶树菇喜获丰收。

连日来，山东省阳谷县石佛镇党建、技术、农机等部门联合组成党员志愿者助秋突击队，出动人力、物力，帮助困难群
众抢收抢种。图为该镇党员志愿者在帮助困难群众抢种小麦。 陈清林 郭学勇/摄

山东省阳谷县石佛镇联组党员志愿者突击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