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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报讯（记者 邬 姜）5月30日，神

舟十六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跟随着神十

六一同飞天的还有来自山东、陕西、新疆、

浙江、云南、黑龙江、重庆、内蒙古等地的农

作物种子，其中，九龙坡企业提供的“正早

一号儿菜”种子和“糖晶萝卜”种子，将开启

为期约5个月的太空辐射诱变，为后续研

究、培育更加优质、高产、抗病的新品种提

供样本。

首次参与航天育种实验
“这是九龙坡企业首次参与航空育种

实验。”九龙坡区农技站相关负责人表示，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参与太空育种实验

是做强种子“芯片”、打造现代农业的积极

探索。

航天育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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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子辐射等的诱变作用，使种子产生变

异。返回地面后，科研人员将研究并培育

更加优质、高产、抗病的新品种。

据介绍，与传统育种技术相比，它能在

较短的时间内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创造出

许多新品种，在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中发

挥重要作用。

航天育种的变异率可达到0.05%～

0.5%，较普通诱变育种高3至4倍，育种周

期较杂交育种缩短约1倍，由8年左右缩

短至4年左右。这些种子在返回地面后还

将进行分类种植、综合性状考查和筛选等

后续研究。

选送两种特色优良种子
本次重庆选送了水稻、绿豆、油菜、儿

菜、青菜头、番茄、萝卜、甘蓝、莴苣等10大

类本土特色蔬菜、粮食作物上天。其中，九

龙坡制种企业重庆方正农业有限公司提供

了“正早一号儿菜”种子10克和“糖晶萝

卜”种子20克。

“我们选育的种子能参与太空育种实

验，算是圆了我的一个梦想。”重庆方正农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勇从事农作物育种工

作三十余年，他坦言，种子是农业的“芯

片”，中国种业要牢牢抓在中国人手里，不

能被外国人“卡脖子”，自己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和一名种业人，深感自身的责任和使

命，努力干好本职工作，为搞好中国种业尽

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之前也有类似航天

搭载空间诱变想法，也一直在对接相关机

构积极参与，没想到自家的种子这次能参

与航天搭载科学实验，而且搭载的是神舟

十六号。

“感谢国家强大和航天科技发展带来

的红利，我公司种子有幸搭载神舟十六进

行太空遨游，希望通过空间诱变技术，科技

赋能选育出更好的新品种，为农民增产增

收带来切实的收益和实效，为‘种业振兴、

乡村振兴’作出贡献。”张勇说。

他介绍，“正早一号儿菜”和“糖晶萝

卜”都是具有重庆特色的优良蔬菜品种，具

有早熟、品质佳、抗性较强，是已经通过重

庆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鉴定过的品

种。

“正早一号儿菜”属于早熟儿菜，从定

植至初采期55-62天，亩产3000千克左

右，口感细嫩柔软品质佳，具有生育期短、

上市早效益高、节约管理成本、躲过冻害等

诸多优点。

“糖晶萝卜”属于早中熟萝卜，生育期

70天，单果平均重 1.35 千克，平均亩产

4050千克，口感脆甜化渣品质佳。

九龙坡区种子“正早一号儿菜”“糖晶萝卜”搭乘神舟“上天”
将开启约5个月的太空辐射诱变

南岸报讯（记者 何子韵）日前，南岸

区在现金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和银行类

金融机构出具银行保函替代的基础上，创

新工作举措，引入为企业提供工程保证保

险替代现金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试点，

已为 12个项目保险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1030.62 万元，为在建项目释放现金流

991.94万元，试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是指工程建设领

域施工总承包单位在银行设立账户并按照

工程施工合同额的一定比例存储，用于支

付为所承包工程提供劳动的农民工被拖欠

工资的专项资金。

“6000多元撬动28万元工资保证金

这是我们以前不敢想的，在同样的效果下，

让企业承担风险变小的同时也保障了资金

的流动，这个新政策真的非常好！”重庆邮

电大学教职工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项

目经理黄铭鑫说。

据了解，工程保证保险替代现金存储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形式简单、办理方便，人

社部门建立健全推进试点工作的机制制

度，完善相关审批程序，为试点工作全市推

广和规范化运行夯实基础。“操作流畅简

单，200万元保证金金额一下就解决了！”

重庆CBD弹子石示范区B标准分区支路

二、支路三工程负责人刘永强表示，工程保

证保险替代现金存储的方式大大减轻了企

业的资金压力。

南岸区深入企业、基层调研，广泛征求

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审议并完善工作方案，

抓细抓实试点工作，全力推动试点工作取

得成效。南岸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试点工作的实施将确保农民工工资保证

金兜底作用的有效发挥，帮助南岸区企业

释放现金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南岸区创新推动工程领域履约保证保险试点

渝北时报讯（记者 杨荟琳 王彦雪

柯 雨）“大家加把劲，把这车蔬菜搬上车，

就可以歇歇了。”5月30日上午，渝北区石

船镇葛口村，村民沈显国边打包蔬菜边说

道。他身后是150余亩绿油油的糯玉米

地，这片地每亩产值可达5000余元。从撂

荒地到“致富田”，改变源于渝北区开展的

撂荒地复耕复种工作。截至目前，渝北区

已让11306亩“沉睡土地”重获新生。

“现在这一片都是我们去年实施的撂

荒地复耕复种的成效，如今正好是糯玉米

丰收季节，村民还在这里打工，大家既有集

体经济收入，又有打工的收入。”看着满眼

的绿，葛口村村委会副主任敖勇心里美滋

滋的。据他介绍，去年，该村对撂荒的150

余亩地实施复耕复种，并在今年采用地膜

双层覆盖栽培技术和糯玉米大豆带状复合

种植技术，种植多个优质品种的糯玉米，每

亩产值是普通玉米的4-5倍。不仅如此，

在糯玉米丰收季节，村集体经济组织还请

附近村民参与农忙，按照每人100元/天支

付工钱。“村民收入都不错呢。”敖勇说。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

食安全的重要论述，渝北区严格落实粮食

安全及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压紧压实各镇

街和行业部门责任，深入推进撂荒地复耕

复种工作，全区11306亩撂荒地被“唤醒”，

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工作中，渝北区加强跟踪调度，重点加

强对5亩及以上耕地撂荒情况跟踪监测和

检查，督促撂荒耕地应种尽种。加强政策

扶持，开展水稻、玉米、马铃薯保险试点，降

低农民生产经营风险，并按上级要求，对复

耕复种撂荒耕地进行一定补贴，对村集体

经济组织、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流转撂

荒耕地种粮符合条件的，优先纳入种粮大

户补助。积极改善撂荒耕地设施条件，开

展耕地宜机化改造，把具备条件的撂荒地

尽可能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宜机化

改造规划，完善配套的灌排水、输配电、田

间道路、农田防护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生

产的便利性，加强耕地质量提升技术推广

应用，逐步恢复撂荒耕地地力和产出水平，

并配套适合丘陵山区的农机设备，提高水

稻机插等薄弱环节和丘陵山区特色农业生

产急需的农机产品购置补贴标准，降低劳

动强度和生产成本。同时，加强土地经营

权流转管理，根据农户家庭不同情况，引导

农户规范、有序流转土地经营权，大力发展

社会化服务，培育以农机合作社为主的农

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外出务工和无力耕

种农户提供全程托管服务。在这些“硬”举

措推动下，曾经杂草丛生的荒地，变成了承

载着村民致富梦想的良田。

昔日撂荒地 如今“致富田”
渝北区积极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工作，让11306亩“沉睡土地”重获新生

葛口村昔日撂荒的150余亩土地全部披上了绿装。

渝北时报记者 杨荟琳 摄

工作人员在研究糖晶萝卜的开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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