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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强对流“返岗”
今晚成都吹风降雨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五一”假期
的最后一天，外出游玩的人们纷纷踏上返程
路，一同返程的，还有雨水。

5月3日凌晨起，我国华中地区以及苏皖
一带雨势明显增强。就在河南、安徽、湖北等
地雨水给假期“降温”时，在四川的自贡、内江、
泸州等地，30℃的气温还在延续着假期的“热
晴”，泸州古蔺气温一度突破了39℃。

不过，强降雨带在东移南压，节后，四川盆
地雨水和冷空气也将“返岗”。

据四川省气象台预计，5日晚上到6日白
天，盆地大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达州、巴
中、南充、广安、遂宁5市和资阳、泸州2市东部
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甘孜州西南部北部
多云，川西高原其余地方阴天有阵雨（雪），局
部中雨；攀西地区东北部阴天间多云有阵雨。

4日晚上开始，受冷空气影响，成都将迎来
强对流天气，除了小到中雨，还有3-5级偏北
风，局部地方风力可达6级。

风雨天气从4日夜间持续到5日夜间，6
日白天开始，天气又将转好，气温开始回升。

四月的凉山州德昌县，暖风从安
宁河谷吹过，在高处俯瞰，除了一望
无垠的良田，农人繁忙的身影也星星
点点散布在田间。

4月24日，超级稻单季亩产1200
公斤高产攻关示范项目正式开始实
施，在位于德昌县麻栗镇阿月村的基
地里（下文简称德昌基地），村民将秧
苗移栽到水田里。在“开秧门”这一
关键步骤完成后，今年，这些水田里
的超级杂交稻，将再次向亩产1200公
斤发起冲刺。

在打造“天府第二粮仓”的时代
背景下，德昌，何以成为超级稻种植
基地？“藏粮于技、藏粮于田”的命题
作文将如何写就？经济效益与粮食
安全的平衡又将如何实现？近日，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走进德昌基
地，看“新农人”如何冲击水稻亩产新
高度。

藏粮于技：插秧精准到厘米级

站在田坎上，彭甦戴着草帽，关
注着眼前的秧苗移栽现场。20多名
村民站在田头，拉线、定位、插秧，彭
甦不时提醒着秧苗的间距和插秧的
深度，神情严肃。

“行距40厘米、兜距20厘米，最
适合超级水稻的生长。”在彭甦背后
的水田里，一横一纵两根“标尺线”在
田间交纵，村民选择固定的点位将秧
苗插下。作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成都分中心主任，彭甦对
德昌基地的这片水田尤为关注。

肥沃的土壤、优质的水源、适宜
的温度，追溯安宁河谷平原种植水稻
的历史，距今约有4000余年。即使
深处大凉山，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依旧能让现在的安宁河谷平原，拥有
打造“天府第二粮仓”的实力。

随着农业科技现代化的发展，粮
食高产、稳产、优产逐渐成了农业发
展的重心。而选择一片优质的土壤，
成了发展的先决条件。高海拔、低纬
度、光照足的德昌，进入了农业科研
人员视野。

“当年，袁隆平院士在四川选了3
个地方，雅安汉源、攀枝花仁和、凉山
德昌。由于安宁河谷水稻种植面积
较大，而德昌有专门打造以水稻为主
的产业园，因此种植超级杂交稻有着
较为突出的优势，同时从某种意义上
来讲，德昌的这个项目会更有代表
性。”彭甦介绍说。

合理的规划下，科研人员在这片
试验田中开始了超级杂交水稻冲击

亩产1200公斤的挑战。2022年，德
昌基地测产验收攻关片稻谷产量为
每亩1132.22公斤，虽未达到1200公
斤目标，但仍创造了四川单季亩产最
高产纪录。

3月春归，这片土地再次被赋予
“冲击的使命”，项目依然实施100亩
的试验田，和去年面积相同。“今年除
继续种植‘卓两优1126’品种外，新增

‘展两优8022’品种，两个品种各种植
50亩。”彭甦说。

为了提高今年的亩产目标，彭甦
及团队也对超级杂交稻的生长有了
更精准、精心的呵护。彭甦说，由于
去年受到天气影响，以及农户自行落
实技术规程，因而最后的种植效果参
差不齐。

“今年我们采取统一育秧、统一筛
查、统一管理的方式，让当地的农业公
司来进行落实组织，按照行距40厘
米，兜距20厘米的标准设计，每一亩
大约种1.1万兜秧苗，起穗后要达到22
万穗左右，每穗大概300粒，结实率
90%。按照这个理论计算，今年预计亩
产量是1250公斤。”在彭甦看来，只要
不遇到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对今年亩
产冲击1200公斤的目标很有信心。

种粮致富：引导农民粮经轮种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作为“国

之大者”，粮食安全一直是社会发展
不断提及的命题。如何在农民经济
收益与粮食安全中找到平衡，德昌在
逐步摸索中寻找自己的答案。

“如何种粮致富，也是我们现在
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彭甦指着田
里刚栽下的秧苗说，“我们现在准备
把水稻和我们的经济作物、水产养殖
结合起来，提高每亩地的产值。”

此前，在了解宁夏贺兰的宁夏稻
渔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的种养模式
后，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成都分中心在此基础上作出升级，

“目前在德昌我们即将规划落地两个
稻鱼种养场，水稻收获后，通过配套
的经济作物也能帮助农民实现每亩
地2万元的收益。”

“今年我们麻栗镇大力推广‘德
昌香稻’产业园区，就是想让老乡重
新来种粮。”麻栗镇镇长赵贤宇在不
断走访中发现，要恢复村民的种粮积
极性，提高种粮经济收入是关键。

“因此我们采用粮经轮作模式来
进行引导。”赵贤宇说，所谓粮经轮作
模式，即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轮流种
植，“目前我们与国家杂交水稻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合作，农民在种完‘德
昌香稻’和他们提供的水稻品种后，
可将土地用于草莓、油菜等经济作物
的种植。此外，加上劳动务工、土地
流转费和公司分红，预计可以实现一
年每亩5万元左右的收入。”

麻栗镇阿月村村民蒋剑英，就是
村里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去年通
过粮经轮作的模式，蒋剑英家的6亩
地，带来了5万元左右的经济收入。

“刚刚起步嘛，大家都抱观望的态度，
但是现在看到有收益，信心慢慢就起
来了。”蒋剑英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石
芊 徐湘东

多云转小雨
偏北风1-2级

阴转小雨
偏北风3-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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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7时）
AQI指数 59 空气质量：良

3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21—151
空气质量等级：轻度至中度污染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部分
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4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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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刺超级稻单季亩产1200公斤

凉山德昌何以实现“藏粮于技”？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菲）5月2
日，成都国际铁路港，随着一声汽笛
响起，由蜀道集团联合中国铁路成都
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国际铁路班列
有限公司组织发送的首趟“蜀道稳增
保供”中欧班列（成都-莫斯科），装
载着国产长城牌汽车缓缓发出。列
车将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拉山口
铁路口岸出境，预计20余天后抵达俄
罗斯莫斯科别雷拉斯特。

该班列共计55个集装箱，装载着
110台、货值近2000万元人民币的汽
车，均为备受俄罗斯市场欢迎的越野
车及多用途货车。

随着产品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国
产汽车近年来“出海”势头强劲。据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今年一季
度，我国出口汽车99.4万辆，同比增
长70.6%，汽车出口的快速增长正成
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中

最抢眼的一抹亮色。
据蜀道集团介绍，自去年6月以

来，蜀道铁路物流公司已累计开行
“蜀道稳增保供”专列29列。目前该
集团正探索构建国际班列智慧运营
平台，力求实现国际班列全流程协同
作业，进一步提升国际贸易效率；力
推多式联运一单制，实现铁路运单物
权化，系统解决跨境贸易企业交易便
利性、融资可获得性问题。

助力国产汽车“走出去”

成都至莫斯科“蜀道稳增保供”中欧班列首发

超级稻单季亩产1200公斤高产
攻关示范项目现场。

安宁河谷德昌段。叶长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