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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5 日，距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升

空已有 10 天，90 余项实（试）验正在太空

开展。

与此同时，由湖南省科协、省教育厅

等单位主办的全国科普日（湖南）主场系

列活动也在省内开展，其中，航天育种是

重要科普主题。

“2300 多年前，屈原在《天问》中发问

浩瀚苍穹”“杂交水稻在湖南培育成功，为

粮食生产作出杰出贡献”……在系列活动

启动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航天员、航

天育种专家纷纷感叹，活动在湖南举办具

有特别的意义。

从 1987 年我国第 9 颗返回式卫星首

次搭载农作物种子飞向太空至今，我国航

天育种已走过 30 余年。

什么是航天育种？航天育种的重点和

事业发展的重心在哪里？记者就此进行了

采访。

不是上过天的种子就是太
空种子

石竹、孔雀草、醉蝶花……在位于湖

南省科协大院内的湖南太空探索科普馆，

小朋友有机会种下这些太空种子。

“这些种子从外观上看，与传统种子

没什么不同，但内部其实已发生重要的遗

传变异。”航天育种专家、陕西省航天育种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郭锐随科普活动

来到长沙。这些太空种子的培育，他都有

参与。

“航天育种又称‘太空育种’，主要分 3

步。”郭锐介绍，第一步，是将农作物种子

或试管种苗送到太空，利用太空特殊的、

地面无法模拟的环境，如高真空、微重力、

宇宙高能离子辐射等，使种子产生变异；

第二步 ，通过返回舱将种质材料送回地

面；第三步，进行地面培育，选育新种子、

新材料。

与 传 统 育 种 技 术 相 比 ，太 空 育 种 最

大 的 优 势 在 于 空 间 诱 变 材 料 的 变 异 率

高 、育 种 周 期 缩 短 。郭 锐 告 诉 记 者 ：“ 以

前想找到一个新的育种材料 ，可能要历

时 10 年 至 20 年 。而 将 种 子 送 上 太 空 ，能

在较短时间内带回大量突变材料 ，为创

制出高产、早熟、抗病等性状优良的种质

资源创造机会。”

郭锐强调，“有机会”，并不意味着所

有种子上天后都会发生奇妙变化，也不是

所有的突变都是“有益的”。上过天的种子

只能叫种质材料，只有经过地面培育、筛

选和验证，经过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种

子才能叫太空种子。

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

我国已进行航天育种搭载实验 3000 余项，

育成主粮审定品种 240 多个。

核辐射诱变育种技术专家、湖南省农

科院核农学与航天育种研究所研究员杨

震介绍，湖南的水稻、油菜、辣椒等种子都

曾被送上天，并选育出优质、高产的两系

杂交水稻——“培两优 721”等新品种。

更多“优等生”种子有机会
进入超前班“进修”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自太空返回后

培育的茯苓菌株仍在部分种植基地推广

试用。

靖州有“中国茯苓之乡”的美誉。早在

2013 年，为进一步提升茯苓的科技含量，

当地便通过神舟十号载人飞船，将 2 株“湘

靖 28”茯苓菌株送上太空，开展育种试验。

靖州茯苓专业协会会长王先有告诉记

者，其中 1 株在培育后达到预期效果——

种出来的茯苓个体更加均匀、皮薄，产量

提升了 15%左右。

“虽然我国已开展搭载实验 3000 余

项，但对于育种工作来说，还远远不够。”

郭锐解释，航天育种搭载实验空间有限，

一度成为制约航天育种空间科学实验发

展的瓶颈。

王先有回忆，当初能将“湘靖 28”茯苓

菌株送上太空，曾经过了一场激烈的“角

逐”。

2013 年 6 月，在科技部举行的评比筛

选中，靖州选送的 2 株菌株，从全国 10 余

个省份推荐的茯苓品种中脱颖而出。

10 多年过去，“更多种子‘优等生’有

机会进入超前班‘进修’。”杨震介绍，随着

2022 年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神舟系列载

人飞船将以平均每年 2 艘的频度实施发

射，按照计划，我国第 2 颗航天育种专用卫

星将于今年发射。

将种子送上天只是“万里
长征”走完第一步

“ 我 国 航 天 育 种 始 终 强 调 走 产 业 化

道路。”郭锐表示，只有重搭载的同时重

选育，重示范的同时重推广，重科研的同

时重产业 ，我国航天育种事业才能更好

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023 年 5 月 30 日 ，与 神 舟 十 六 号 载

人飞船一起“飞上天”的，有 53 个单位的

136（种）份航天育种种质材料，其中便有

包括来自湖南的南县稻虾米专用种子、

“黑老虎”种子。

今 年 1 月 27 日 ，搭 乘 神 舟 十 六 号 载

人飞船遨游太空 5 个月的南县稻虾米专

用种子举行交接仪式 ，南县将与湖南省

农科院开启联合攻关。

“种子立马被送往了海南，利用当地

的光热条件，进行加代繁殖和选育，为尽

早实现产业化创造条件。”杨震介绍，航

天育种技术培育的新品种在产业化开发

方面，具有良好的技术品牌效应，能较大

程度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

不过，新品种的选育殊为不易，将种

子送上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

接下来还需要科研人员通过大量的田间

筛选、实验室工作，才能培育出符合市场

需求的新品种。“这个过程加速后，仍然

需要 6 至 8 年时间。”杨震说。

“航天育种不是一飞了事，难点不仅

在于上天，更繁重的工作在于入地。”湖

南环境生物职院副校长梁忠厚是黑老虎

“飞天”项目负责人。“黑老虎”是一种重

要的中药材和美白护肤原料，此次飞天，

弥补了我省传统侗药航天育种空白 。接

下来，梁忠厚团队将开展“黑老虎”形态

学 性 状 观 测 、遗 传 变 异 分 析 、基 因 组 测

序、优良种质选择研究和优良品种评价

等一系列工作。

“只有经过反复培育、层层筛选、对

比分析、鉴定等多代筛选培育，才能形成

新种质资源 ，才可以申请国家或省级品

种审定。”梁忠厚表示，“通过国家或省级

品种审定是航天育种成果转化落地、推

向市场的必经之路。”力促“黑老虎”产业

提质，找到丰产的金钥匙，梁忠厚信心满

满。

如果你是爱吃面条的人，应该知道陈克

明这三个字。这个在超市货架上随处可见的

名字，代表的既是一个人，也是一个家喻户

晓的龙头企业。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克明食品”）从推着板车叫卖面条的小摊

贩起家，靠着“讲诚信、重品质、懂感恩”积

累 起 来 的 口 碑 ，一 步 步 打 造 成 为“ 挂 面 王

国”。

近日，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向

社会发布 2023 年“诚信之星”，克明食品作为

湖南唯一企业代表入选。

重品质 讲诚信

说起克明食品，绕不开一个人——企业

创始人陈克明。

公司的产品会议，只要他参加，都会煮

上一碗面。高管和技术骨干分坐隔间，一同

品尝、检验新品的品质好坏。

食品的首要问题是安全问题。挂面作为

食品的一种，安全这根弦，在克明食品的发

展历程中始终拉紧。

1984 年，陈克明拖着小板车开始卖面

条。那个时候，陈克明就承诺：出售的面条，

如果出现断条、糊汤、有杂质，都可以退换。

“包退包换、保质保量”，成了陈克明最

早的广告词。

那时，为了提升挂面卖相，使用面粉增

白剂在行业中是普遍现象。陈克明却很固

执：“只是为了卖个好价钱，对消费者身体有

影响的，我为什么要用？”

1996 年，陈克明用一纸协议规定，克明

面条不得使用增白剂，而国家正式公布禁用

增白剂的时间是 2011 年。为了让消费者吃上

“放心面条”，这一决定，比国家规定整整提

前 15 年。

在克明食品，连包装纸这样一个看上去

不起眼的东西，也不被“放过”。为消除食品

包装的安全隐患，公司斥资 500 万元，在全国

最早研发不含荧光粉的包装纸。

走上规模化生产之路后，克明食品开始

更加严格的标准化生产。

在克明食品生产车间，挂面生产的各个

环节均按照 GMP（良好生产规范）及 SSOP

（卫生标准操作程序）标准要求，环环严格把

关，确保产品质量。

不仅如此，克明食品大力推进“产、学、

研”相结合模式，与院校建立校企合作科研

关系，成立湖南省振华食品检测研究院，聘

请国内外知名食品专家、教授作为常年技术

顾问，把控产品质量。

做“放心面条”，40 年如一日。秉持重品

质、讲诚信的理念，克明食品的生意做得红

火，做成中国主营挂面第一家上市企业。

常利他 有担当

“身处的时代在变，但利他的价值观不

变。”市场大浪淘沙，克明食品有独特的企业

生存之道。

成立 40 年来，克明食品在内部管理上，

始终把诚信放在第一位，全力保障员工福

祉。

2007 年，因企业发展过快、规模持续扩

张，资金难免紧张。有老员工记得：“当时公

司从银行借了 100 多万元来给员工发工资，

很多员工知道后，都说要把钱退回去，借给

公司发展。”

即使是 2008 年冬天，受金融危机的影

响，克明食品面临巨大困难时，也没有裁员。

“一个都不能少”，让公司上下同心协力渡过

难关。

对于合作伙伴，克明食品也会在有需要

的时候伸出援手。2002 年，湘潭经销商严庆

刚刚创业，生意并不景气，一年下来才销售

30 来吨面条。

“经常上午拉 100 件面条出去卖，晚上要

拉 98 件回来，资金一度出现困难。”严庆回

忆，多亏公司及时给予贷款支持，让自己不

至于破产，生意慢慢有了转机。

雪中送炭，并不容易。2022 年新冠疫情

期间，为支持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在

沪居民生活需要，克明食品主动捐赠 3000 吨

价值 300 余万元的防疫物资，驰援上海。

经多方协调，克服货源配备、车辆调度、

人员安排、交通管制等重重困难，最终，许多

独居老人、失能老人、残障人士和一线医卫

人员，吃上了一碗温暖的“克明面”。

利消费者、利员工、利合作伙伴、利社

会……多年来，克明食品始终坚持诚信、勤

勉、合作、感恩的价值理念，常怀利他之心，

践行守护之责，以实际行动诠释企业的责任

与担当。

让消费者吃上“放心面条”
——记全国“诚信之星”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旋

“我们企业用工难等问题提出来后，很

快得到了解决，政府是真把我们企业的事情

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近日，江华瑶族自治

县的企业普遍反映，招工难的问题得到有力

解决。

去年 2 月 24 日，省委第八巡视组向江华

瑶族自治县反馈，部分企业反映“招工难”。

接到反馈意见后，江华立即开展百名干部联

百企“送政策、解难题、优服务”活动，2023 年

帮助园区企业招工 6247 人，及时为企业解决

后顾之忧，赢得企业的一致好评。

围绕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江华

瑶族自治县委扛牢巡视整改主体责任，扎实

推进“地毯式”整改和滚动整改，58 个具体问

题均得到有效整改，交办的 2 条问题线索全

部办结，巡视整改评价为“好”。

“县委书记多次过来现场办公，我们老

城区终于等到了要改造的好消息！现在老城

区道路通畅，风景也越来越好了。”今年 3 月

底，随着改造江华老城区的“两河三岸”项目

不断取得进展，原为“断头路”的河边街全线

贯通，破旧的房屋拆除了，路面铺上了古色

古香的地砖，路灯与河面波光交相辉映，改

造的初步成果赢得了周围居民的交口称赞。

江华老城区位于该县县城两条河流交

汇之处，地理位置优越，但由于城市发展重

心发生变化，老城区房屋设施年久失修、街

道杂乱无章，狭窄的空间里拥挤着 1405 户住

户和店铺，加上历史遗留问题繁多，市容环

境治理和安全管理难度大。由于资金不足、

群众思想不统一等原因，老城区的问题长期

未能彻底解决，成为江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

一块“伤疤”。

2023 年 2 月 ，巡 视 组 向 江 华 反 馈 指 出

“老旧街区危房改造进展较慢”的问题，江华

把抓好巡视整改工作作为为民造福的具体

行动，推行“领导紧盯、常委紧抓、专班紧跟”

整改模式，县委和县政府主要领导将办公会

开到项目现场，县委常委牵头挂帅分 4 个片

区组建工作专班，推动 24 个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全部按时竣工。

“巡视反馈指出的问题，聚焦的是民生，

关注的是整改进度，也传导了压力，更加坚

定了我们的决心。”该县巡视反馈问题整改

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随着一个个老旧小

区焕发新颜，“两河三岸”成为了群众身边的

“诗和远方”。

“这几年厂子办到了村里，可以一边照

顾家里一边上班！”正在某帮扶车间劳动的

一位村民脸上洋溢着喜悦。

2023 年 2 月，省委巡视反馈指出，江华

400 多家扶贫车间已有 100 余家倒闭。这个

问题深深警醒了江华广大领导干部。县委、

县政府迅速行动，组建整改工作专班直插帮

扶车间生产一线，核实帮扶车间生产经营状

况和扶持政策落实情况，对 6 个帮扶车间扶

持小组分类施策、上门服务，有力推动了帮

扶车间复工复产。通过拓展延伸巡视整改经

验做法，领导干部以“五五”工作法全覆盖联

系帮扶车间，全面宣讲扶持政策、精准解决

发展难题、持续跟踪监测服务，经过一年的

努力，全县帮扶车间数量“不降反增”，总数

达到 464 家。

“巡视整改是道必答题，我们不仅要答，

更要答好！”江华瑶族自治县委主要负责人

表示，将坚持以巡视整改为契机，统筹推进

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真正把巡视整改当作

解决问题、改进提高、凝聚共识、推动发展的

重要抓手，融入江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

程，绘就江华高质量发展的美好蓝图。

“恭喜，牵手成功！”5 月 4 日晚，永州市零陵古

城冉溪广场，身穿媒婆服的主持人给一对青年男女

道喜。当晚，零陵“王婆说媒”现场被游客围得水泄

不通。这是永州市零陵区大力发展沉浸式夜间文化

旅游的一个热闹场景。2022 年，零陵古城入选文旅

部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

区。

盛唐雅韵醉游人

夜幕四合，零陵古城旁的潇水河波澜不惊，倒

映着两岸灯火。柳子街、零陵古城大红灯笼高挂，印

有店铺名称的古香古色布幌迎风飘扬。

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贬至永州，在此谪居10年。

他将居所旁的冉溪改为愚溪，写下千古名篇《永州

八记》《捕蛇者说》等。

为纪念柳宗元，当地先民在愚溪畔建柳子庙，

称古街为柳子街。近年，永州市规划建设“零陵古

城”，再现盛唐雅韵。

在零陵古城，“国风古装秀”“抖音华语好声音

直播大赛”等活动精彩上演，参赛选手身着唐装汉

服，轻歌曼舞。游客仿佛穿越时空，梦回古代。

静缓的愚溪薄雾轻绕，古画舫顺溪流而下，船

上的游人或品茗或观赏两岸风景。

柳子街灯火璀璨，随处可见一袭古装的游客闲

庭信步，提供跟拍服务的人员忙前忙后。

商铺里，永州特产、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出租唐

装汉服的商家，热情地为游客挑选适合的服装及配

饰，化妆师手脚麻利，为游客梳理、装扮。

一城烟火引客来

零陵区推动文（化）生（态）旅（游）深度融合，创

新“夜展、夜购、夜演、夜秀、夜诵、夜食、夜映、夜游、

夜读、夜舞”等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永不落幕的“零

陵夜宴”文旅品牌。

零陵越夜越美丽、越夜越繁华，一城烟火醉了

游客、旺了旅游。2023 年，全区接待游客 673.95 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66.9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8.66%、64.39%。

柳子大三鲜、龙青素扣肉……柳子家宴是零陵

夜宴的特色招牌美食。

唐宋以来，当地有举办柳子家宴纪念柳宗元的

习俗，经久不衰。而八仙桌、长木板凳、粗瓷碗……

不经意间唤起人们的乡愁。如今，品尝柳子家宴得

提前预订。

永州市各县区的美食、小吃，纷纷来到零陵古

城安营扎寨，东安鸡、祁阳墨鱼豆腐丝、双牌酒糟肉

让游客大快朵颐。中华老字号“火宫殿”也来到这里

扎根。游客寻香而至。

潇 湘 非 遗 馆 、女 书 馆 、木 之 林 文 创 馆 、古 韵

坊、文化体验工坊等展示非遗文化，游客流连忘

返。

零陵渔鼓、零陵花鼓登台表演，唱词临场发挥，

应时应景，诙谐幽默，与游客互动，气氛热烈。文学

爱好者来到景区开展“柳子诗歌朗诵”活动，书画爱

好者免费为游客献上有关零陵题材的书画作品，翰

墨留香。

零陵区乡间的露营烧烤、草地音乐会等网红打

卡点，游人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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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字当头“实”字兜底

江华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宸 通讯员 杨丁香 刘桂芳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醉美潇湘醉美潇湘
——走进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永州市零陵区大力发展沉浸式夜间文化旅游

柳子居十载 唐风越千年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跃兵

科教 观察

5月 6日，新田县产业开发区湖南鲁丽木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在赶制海内外订单产品。“五一”过后的首个工作日，该县各企业纷纷开足马力抓生产。

刘贵雄 摄（湖南图片库）

湖南日报5月6日讯（全媒体记者 郑旋）

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近日，贵州铜仁至湖

南吉首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国家发改委

批复，项目向全面开工迈出重要一步。

根据批复，线路起自铜玉铁路铜仁站，向

东经铜仁凤凰机场后，引入张吉怀铁路凤凰古

城站。线路全长 52.1公里（湖南段 33公里），设

铜仁、铜仁北、凤凰古城 3 座车站。主要技术

标准为高速铁路，正线数目为双线，设计速度

250公里/小时。项目总投资 93.02亿元，其中湖

南段50.38亿元，项目建设工期为4年。

铜仁至吉首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

规划中的重要区域连接线，是我省纳入国家

“十四五”铁路发展规划建设的十条重大铁

路项目之一。作为沪昆高铁与张吉怀高铁连

接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铜仁至吉首铁路可实

现我省西北部的常德、张家界、吉首等地与

贵州、云南地区的高速铁路直接联通。同时，

铜仁至吉首铁路还将我省张家界、凤凰古

城、老司城等风景名胜旅游资源与云贵地区

的旅游资源串联起来，对于促进我省西北部

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具有积极意义。

铜仁至吉首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