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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生抛出“对河南年轻学子和
老师有何建议”的问题，袁隆平说，建
议同学们研究杂交小麦，实现中国的
小麦梦，“计算机里种不出水稻，也种
不出小麦，青年科技人员要不怕吃苦，
走进实践中去。”

袁隆平说，河南是粮食大省，主要
种植小麦，产量很高，平均产量过了
400公斤，非常不错。“可以利用杂交小
麦优势攻关，这是一个发展方向。目
前，中国在这方面走在美国前边，但还
没有完全成功，希望有志者加入研究
的队伍。”

袁隆平介绍，北京农科院以及云南
等地都在研究杂交小麦，希望河南农大
的师生，尤其是作物育种的研究生们，以
及河南农科院的研究人员，加大力度研
究杂交小麦，早日研究出“超级麦”，“小
麦与水稻的研究有许多相通之处，需要
相互借鉴学习。希望河南能够研究出超
级小麦，进一步提高小麦产量。”

据了解，我省小麦种植面积有8100
万亩，平均亩产量已突破了400公斤，对
杂交小麦的研究已经开展多年，在河南
农业大学、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河南科技学院等4所院校
的共同努力之下，目前已培育出一批增
产优势明显的杂交组合，在田间试验示
范，暂未推广。其中，我省在济源有约百
亩试验田。（请继续阅读A06版）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来郑州了！

袁老农大讲学，都说了些啥？
支招河南：借鉴杂交水稻，早日研究出“超级麦”
寄语学子：计算机里种不出水稻，要不怕吃苦，走进实践中去

小学课本里的名人走下神坛来到校园，学生们会啥状况？
11月17日上午，“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河南农业大学作报告，引发校园
旋风。讲座之前求门票，讲座现场求指点，讲座结束求合影。同学们蜂拥而至各
种围追各种求，冒着被挤成相片的风险希望能跟“袁爷爷”亲密接触一回，高举手
机拍照，根本停不下来。
郑州晚报记者 张竞昳/文 周甬/图

#学术预告#【河南农大同学又有福
啦，袁隆平将来校为大家讲超级稻！】11
月17日上午8点30分，袁隆平将在大礼
堂为大家作超级稻育种进展学术报告，
袁隆平院士之前已经受聘我校河南粮
食作物协同创新中心水稻首席科学
家。自家人讲课，准备好耳朵吧！

11月14日，新浪微博上@河南农业大
学发布的一则消息，让同学们不淡定了，四
处打探，希望有幸到现场聆听大家讲学。

“要不要门票？哪儿能找到门票？
会不会有门票也挤不进去？”

“民以食为天，杂交水稻简直是中
国第五大发明啊！太伟大了！”

11月17日早晨7点半，距离报告开
讲还有近一个小时时间，河南农业大学
礼堂外的台阶上，已有许多等待的学
生。8点20分，能容纳1300人的礼堂座
无虚席，过道上、礼堂门口也围满了学
生，等待着袁隆平院士的到来。

该校园艺学院研二学生翟德华，虽
然早已拿到了进场的票，却还是担心晚
了进不去，不到 8 点就到了。“学校前几
天给我们发飞信，告知大家袁隆平要来
讲座，谁先回复谁先拿到票。”翟德华
说，看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刻回复，幸运
地拿到了票，“礼堂位置有限，想来的学
生特别多，机会难得啊。”

8 点 40 分，袁隆平刚一出现，礼堂
里便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上世纪 90 年代末，多莉绵羊在全
世界引起了震动，但直到现在，也没有
形成产业化，而我们的杂交水稻之父袁
隆平的杂交水稻，保障了中国13亿人的

粮食安全，拯救了全世
界数以百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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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工 程 院

院士张改平的

介绍引发全场起立欢呼。
袁隆平说，水稻是第一大农作物，

是粮食作物里的老大哥，全世界有一半
以上的人以稻米为主食，中国 60%以上
的人以稻米为主食，水稻产量的高低对
保证粮食安全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在
报告会上，袁隆平介绍了我国杂交水稻
的进展：“日本是科技比较先进的国家，
水稻每公顷产量6.6吨，相当于我们440
公斤亩产。超高产的超级稻最早也是
日本提出的，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实现每
公顷 12 吨的目标。印度的水稻面积最
大，但产量很低，平均产量每公顷 3 吨。

中国什么情况？2013年，试验田产量已
达每亩 988.1 公斤，离 1000 公斤差一
点。今年，这个品种百亩亩产平均产量
1026.7公斤已通过农业部专家验收。”

袁隆平还透露了下一步计划，即向
农业部、科技部建议立项第五期超级稻，
产量指标为平均亩产1026.70公斤，按国
际标准，每公顷16吨，“计划2020年前实
现，争取三年之内取得突破。”水稻产量
有没有止境？袁隆平说，虽然中国现在
水稻的产量已经很高了，在世界上遥遥
领先，但是理论上水稻产量的潜力还很
大，最高每亩可达1500公斤。

报告会结束后，现场同学可以向袁
隆平提问。由于大家太热情，第一个被
幸运点到的男生险些错失提问机会，两
次被传话筒的学生抢先提问。

怎么看待转基因食品？面对这个
极具挑战性的问题，袁隆平没有回避：

“转基因食品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转基因不能一概而论，基因多种多样，
有些基因特别是抗病虫的基因，大家担
心人吃了会不会有问题？这些基因我
们要慎重。但另外一些转基因，如美国
大豆的除草基因，大面积生产不用除
草，没有问题，不能谈转色变。”

在袁隆平看来，分子育种的转基
因技术是解决粮食增产、保证粮食安
全的科学措施，搞转基因要合理研
究，经过严格的科学试验和把关。

振奋

袁隆平说，中国超级稻遥遥领先,理论上最高亩产可达1500公斤

激烈

怎么看待转基因食品
合理研究，严格科学把关

希望

愿河南借鉴杂交水稻
早日成功研究出“超级麦”火爆

袁隆平要来！飞信抢票，一座难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