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梦想篇
发大水全家躲出去，回来一

看，稻子还活着
一望无际平坦的土地，本该是难得的良

田沃土，却因为喜怒无常的千里淮河，成为平
衡上下游水位差的泄洪区。汛期时，房屋、田
地、作物全部泡在水中；无雨时，秧苗只能干
涸着。记者看到，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安徽
阜南的广袤农田一直是中低产田。而这恰恰
是我国大部分农田的缩影———我国 !"#亿亩
稻田中，仅有 $%&高产田。
稻田要高产，却要付出水的代价。为了养

活天文数字般的人口，中国水稻产量一直在
努力突破极限。由袁隆平院士育成的杂交水
稻品种，每年增加 $''亿公斤粮食，多养活
('''万人。不过，它越来越要求精耕细作：高
水、高肥、高投入。“水稻生产已经消耗了我国
)'&以上的淡水资源。”就是这个数字，深深刺
痛了罗利军的心。

十年前，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首席
科学家罗利军带领团队，撇开“酷爱喝水”的
水稻，转向其“亲兄弟”旱稻，梦想着将旱稻耐
旱的优点与水稻的高产优势融到一粒稻种
中。*%%$年，研究人员找到了世界上第一个旱
稻不育系“沪旱 +,”，完成三系配套，育成首
个杂交旱稻品种。之后，又先后选育出籼型和
粳型节水抗旱杂交稻，组建起包括近 +%个杂
交新组合的节水抗旱稻“大家族”。

五年前，上海节水抗旱稻来到阜南，一扎
根就被当地农民看出了它的好———能像种麦
子一样种水稻，多好！阜南蒙洼农民老王，用

粗黑的大手抚着绿油油的稻穗，“你看着这稻
子多结实，平时不用管也不用泡水，只浇个一
两次水，就结得满满当当。有一年发大水时，
全家躲出去，回来一看，其他地里的东西都死
了，就这稻子还活着，还有好收成。”

“剪刀 +胶水”的方式分子育
种，培育绿色超级稻
进安徽、走湖北、下广西、入浙江……上海

节水抗旱稻走南闯北，推广面积超过万余亩。
与传统水稻相比，上海旱稻极具“节俭美德”，
每亩节水超过 !%%吨，节水量超过 )%&以上；
又很好“养活”，适应免耕栽培、旱种旱管，能扎
根工业抛荒地，在“望天田”!等天落雨的田"里
也高产，亩产超过 -%%公斤，产量优势毫不逊
色。这与中科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
发的“绿色超级稻”蓝图颇为契合。

张启发一直担忧粮食生产与资源环境间
的紧张关系：愈演愈烈的病虫害让不少水稻
产区减产，而化学农药的滥用则让虫害愈演

愈烈；长期过度施肥不仅使种田成本越来越
高，还导致土壤退化。围绕“少打农药、少施化
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的 +- 字“和谐方
针”，*%%)年，以张启发为首的科研团队首次
提出“绿色超级稻”计划。*%+%年，计划获准立
项为国家 .-$计划“十一五”重点项目。

绿色超级稻项目几乎汇集了国内水稻育
种优势单位，研究人员或寻找、或破译稻子绿
色性状的基因密码，希望可以用“剪刀/胶水”
的方式分子育种，培育出集“和谐方针”于一身
的完美水稻。“传统的大田育种，跟着植株的优
势性状走，费时长，还容易走弯路；绿色超级稻
项目拒绝转基因技术，运用现代分子育种能更
有效率地选育新品种。”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
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肖景华博士说。
“上海节水抗旱稻在绿色超级稻的远大

前程中，迈出了实实在在的第一步。”罗利军
说，截至目前，“绿色超级稻项目”选育了 (个
具有“绿色性格”的新品种，其中有 *个就出
自上海节水抗旱稻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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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

! ! ! !从不远处的大楼屋顶看下去，南
浦大桥附近的黄浦区垃圾中转站完全
被植物“包”了起来。层层叠叠的屋顶
花园从二楼一路“爬”到四楼，总面积
超过了 -%%%平方米。屋顶檐口全部选
择夹竹桃，是因为夹竹桃对有毒有害
气体的吸附能力最强。如果不是偶有
垃圾车开进来，很难想象这里是垃圾
压缩中转地，整个黄浦区的居民生活

垃圾都在此中转，每天在此周转的生
活垃圾数以吨计。

起步于本世纪初的上海屋顶绿化
建设，在世博盛会后步入了快车道。目
前全市屋顶绿化总面积已达到 +*%万
平方米，到“十二五”末将达到 *%%万
平方米。起步最早、进展最快的静安
区，面积仅占中心城区 +&多一点，但
屋顶绿化面积达到 *%万平方米，占全
市屋顶绿化总面积的近 *%&。闵行区
紧随其后，自 *%%.年起加快了屋顶绿
化建设步伐，目前屋顶绿化面积也达
到了 *%万平方米。

记者从静安区绿化管理局了解
到，作为全市立体绿化推进最早、最快
的区，全区可绿化屋顶还有 *万平方
米，将在近年内完成“屋顶披绿”，静安
区也将在全市率先实现可绿化屋顶全
部绿化的目标。近期，上海又出台了屋
顶绿化奖励政策，已将屋顶绿化纳入
节能专项政策扶持范围，可以获得“建
筑节能”专项补贴。上海屋顶绿化正在
静安、闵行等先行区的示范带动下，全
面铺开，快速推进。

本报记者 沈敏岚

我国4.3亿亩水稻田，要消耗我国50%以上的淡水资源。上海
市农科院培育的节水抗旱稻，已在各地推广超过万余亩———

能像种麦子一样种水稻，多好！
创新篇

科技成果转化，研究团队都可
入股“做掌柜”
“心怀绿色梦想，手握绿色种子，播种百

万亩节水抗旱稻田。”这是罗利军给自己的承
诺，最初的实践却力不从心。“因为，科学家的
成果要转化应用，难以把握市场，极易失败。
转卖给企业，就像嫁出去的女儿，后续技术更
新很难‘指手画脚’。”此时，一位熟稔农业技
术投资的老同学和一位专业的职业经理人闯
入了他的视线，三人碰撞出了“技术0投资0

管理”的创业金三角，决定成立上海天谷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培育和开发节水
抗旱稻等绿色超级稻新品种（组合）及相关生
物技术、产品。
既是办公司，就要完完全全按照经济规

律办事。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上海市
科技进步一等奖等诸多响当当科技成果的罗
利军提议，公司入股必须是真金白银到位，不
存在技术股份、知识产权入股等。同时，整个
研究团队全员入股，上到首席科学家，下到跑
腿办事的新进大学生，都可以自愿出资入股
“做掌柜”。“每一项科研成果能署名的最多三
五人，更多的参与者无从体现。在更艰难漫长
的科技成果转化中，大家既是科技项目转化
的推动者，就应该是分享成果的主人。”
天谷科技公司去年 *月成立，基因中心

的每一位成员都成为新公司的股东。“原来顶
多是个热情的科研项目参与者，如今则是自
家公司的主人翁，出差加班也不觉得累了。”
基因中心张剑锋切实感受到自身的变化。公
司一年多的成长快得惊人：“沪旱 +)号”“沪
旱 $号”“沪优 *号”和“旱优 .号”等分别获
得国家和上海水稻新品种认定，即将推广；多
款杂交新组合的制种数量明显提升，每亩制
种量约 !%%公斤……

今年初，天谷公司作为上海首批 +1家企
业中的一员，成功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挂牌。“接下来，将在三板市场上募集更多资
金增资扩股，为发展成为真正优质的种业公
司做好充足准备。”常务副总经理金祖平信心
十足地说。 本报记者 马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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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阜南王家坝千亩泄洪区里，一片绿油油的旱稻
试验区葱翠茂盛；位于湖北襄阳的国家级“万亩粮仓”里，
5000亩沪字头的粳稻新品种犹如“大明星”，半人高的稻
株昂首挺胸……正在现场调研的绿色超级稻项目组专家
们连连夸赞；在上海市证券交易中心，成立仅一年半的上

海天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进入第三板市场，即
将融资2400万元。
以上三个时空故事，有一个共同的主角———来自上海

市农科院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节水抗旱稻。一粒粒小稻
种，正在演绎产学研的创新“大道场”，值得让人看了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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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转改”主题系列采访

" #披绿$前的黄浦区垃圾中转站

" 如今%黄浦区垃圾中转站阶梯式的三层屋顶都被绿化覆盖%宛如一座空中花园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抗旱稻开发大事记

" 张启发院士!左"和罗利军在田头查看抗旱稻生长情

况 李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