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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乍寒，香港文匯報記者走進位於離佳木斯市
區30里的黑龍江省農科院水稻研究所，見到潘

國君聽他說起兒時的經歷。他說，「那時總是餓肚
子，能吃上飯都不容易，別說吃飽飯、吃好飯了，
就是大米都很難見到。身邊的大人都說，『黑土地
攥一把都能出油』，可我們在東北守着黑土地為啥
吃不上飯？」
為了尋求答案，高考時潘國君義無反顧地報考了
農學院，主修農學專業。潘國君說，當時我只有一
個簡單的願望，希望我身邊的人都能吃飽飯，都能
吃上黑土地上種出的大米飯。大學畢業後，潘國君
毅然決然選擇了留在家鄉黑龍江，來到省農科院水
稻研究所開始了他一生所追求的事業。

「卡脖子」滋味不好受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當時黑龍江省的主導水稻品

種都是國外品種。尤其是日本品種「空育131」，是
大多數稻農的選擇。
潘國君說，「『空育131』有它的優點，可也有致
命的不足，有一年，天冷、雨水多，大部分選擇種
『空育131』的稻田都得了稻瘟病，絕產對一年忙到
頭的農民來說，簡直就是滅頂之災。而且，這種減
產、絕產不是一次，而是經常不定期『發作』。」
水稻產量波動劇烈，直接影響到農民的經濟收入

和國家的「口糧」安全。「裝着國外『芯片』的種
子怎麼能保證我們國家糧食安全？作為農業大省，
我們卻在水稻品種研發方面被『卡着脖子』，這滋
味不好受啊。」如今說起這段經歷，已經花甲之年
的潘國君仍掩飾不住激動。

歷經十餘年研發新株型
說到當時的壓力，潘國君和香港文匯報記者打了
比方，「記者總要有好的文章呈現給讀者，我們研
究員要不拿出一個像樣的水稻種子品種來，怎麼對
得起國家這些年來的栽培。」
壓力變成了動力，可水稻育種是個漫長的過程，

每一個品種從開始研發到最後推廣都要經過十餘年
的努力。潘國君和他的團隊不畏嚴寒酷暑，晴天一
身土，雨天一身泥，為了研發新株型材料，他們每
天除了在田間地頭搞調查就是在實驗室做研究。
十幾年寒暑過去，「龍粳31」橫空出世。「『龍

粳31』不僅產量高、品質良，整精米率高達71.8%。
抗病性能力也特別強，大面積種植十多年沒有發生
病害。」潘國君說，「在抗冷性方面，低溫冷害年
穩產性也好。特別是它米質穩定，更耐貯藏。」
人們從一開始種點試試看，到最後徹底離不開。

2013年「龍粳31」種植面積佔全國粳稻品種面積的
15.1%，創全國粳稻年種植面積的歷史紀錄。此後多
年，一直「領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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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為天，農以種為

先。」種子是農業的「芯

片」，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

的關鍵。黑龍江省農科院水

稻研究所二級研究員潘國

君，做了四十年水稻育種，他和他的團隊培育出多項具有自主知識產

權的優質高產多抗寒地早粳稻品種。尤其「龍粳31」，每年平均產

量600萬噸，「每六碗黑龍江大米中就有一碗來自『龍粳31』」。

時光流逝，兩鬢已斑白的潘國君，有着東北人粗獷外表的他，研

究起種子「芯片」卻特別耐心細心。隨着

「龍粳 31、龍粳 21、龍粳 25、龍粳

14」等一大批優質高產多抗寒地早粳稻品

種的破土而出，不僅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粳

稻年種植面積最大、國際領先的紀錄，也

徹底改變了日本品種「空育 131」稱霸黑

龍江水稻生產多年的「卡脖子」局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海江 哈爾濱報道

初春三月，佳木斯龍粳種業公司幾萬平
方米的倉庫內，載重幾十噸的卡車排成長
龍。一袋袋原種在經過抽檢、驗貨、傳
送、裝車後運往全省各地。

省內種植面積逾50%
近年來，佳木斯龍粳種業公司與周邊幾
百農戶合作，將研究所提供的原種推廣銷
售。秋季，各地經銷商、合作社、農民幾千
人來到研究所的千畝示範田參觀新品種。
「龍粳」品牌的影響力也在不斷擴大。
「龍粳」火了，它不僅深植東北大地，
還跨越兩千多公里，成功播撒在革命根據
地延安。2018年，在延安市南泥灣鎮新開

發的水田裏，試種的600畝「龍粳31」長
勢良好，喜獲豐收。10年間，「龍粳
14、龍粳 21、龍粳 26、龍粳 31、龍粳
39」等系列品種在全省種植面積超過
50%，並拓展至吉林、遼寧、內蒙古、新
疆、寧夏等多個地區。
如今，潘國君與團隊培育的「龍粳」品種

在全國廣泛應用，累計推廣面積超過4億畝，
創經濟效益超過650億元。其中，「龍粳31」
累計推廣面積超過1.26億畝，產出稻穀超過
1,500億斤，成為21世紀推廣面積最大、稻
穀產出量最多的自主創新粳稻品種。

端穩飯碗的同時 還要讓百姓「吃好」
在潘國君辦公桌上擺放着

十幾袋選育出的水稻新品種
樣本。「這些是準備送省裏
參加區域試驗的品系，能否
成為可推廣的品種還需進一
步測評審定。」已經過了退
休年齡的潘國君，每天想的
依然是種子，他說，「黑龍
江省水稻面積、總產量、商
品量、調出量全國第一。作
為糧食安全的『壓艙石』，
在端穩飯碗的同時，如何提
高水稻的食味性，讓百姓
『吃好』，還需我們加倍努
力。」

經濟效益超650億元

◆每年春季，佳木斯龍粳種業公司倉庫內迎來了一年中
最忙碌的季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

說起育種，潘國君如數家珍，滔滔不絕。自
1981年大學畢業進入水稻研究所，潘國君便與
水稻「綑綁」在了一起。如何加快研究成果轉
化，讓農民的腰包鼓起來，也是潘國君需要解

決的重要「課題」。
潘國君說，「以往，研究所育成的品種不少，但轉化

率不高。2003年，「龍粳」系列品種僅佔全省水稻種植面積
的4.65%。」
2004年，研究所出台成果轉化新政，研發品種推廣面積100萬

畝，獎勵研發團隊5萬元。隨即又推行「118法」，推廣面積100萬畝
並創利潤100萬元，獎勵研發團隊8萬元。以此類推，上不封頂。研發
與需求對接，經過逐年推廣，「龍粳」系列品種推廣面積逐年攀升。

種糧大戶：周圍人都在種
3月初，黑龍江省富錦市長安鎮的種糧大戶申雲強，開始對水稻種子包
衣、浸種。近幾年，他種植的主要品種是「龍粳31」。「這個品種穩產
高產、抗病抗倒伏，種好幾年了，周圍很多人都在種。」申雲強說。
申雲強種了25年水稻，是個「老把式」。「種地首先要選好種子。
十多年前，我種的是從日本引進的品種，當時種的面積非常大。」申
雲強說。
齊齊哈爾市富裕縣張海對「龍粳31」也是情有獨鍾。他說，「前
幾年幾場颱風過後，倒伏的品種很多，但我家種的『龍粳31』經
受住了考驗，沒減產，保護了我的『錢袋子』。」

二十餘年間，潘國君獲35項科研成果獎，
75項獲得植物新品種權，育成110個水稻
品種，累計推廣面積3.4億畝，增收稻
穀230億公斤，增創社會經濟效益
577億元，成果直接轉化效益2億元
以上。

加速育種成果轉化
鼓起農民「錢袋子」

春耕在即，在黑龍江省農
科院水稻研究所的陽光溫室裏又迎來了

新一季的收穫，「今年我們在溫室培育的水稻單倍
體育種材料又有了階段性進展」。潘國君說，「種子是農

業的『芯片』，一粒種子可以改變世界。對農業生產來說，種子影
響太大了。種子選對了，基本一年90%收成也就拿到手了。」

創新不止 增產不斷
潘國君說，「一株水稻有12對染色體、三四萬個基因。育成一個產量高、抗病性

強、抗倒伏、耐低溫、食味好的品種，首先要選擇具有上述優良特性的『親本』，經過
授粉雜交，使『親本』實現千百次的基因重組，然後還要經過產量、特性鑒定，區域試驗
等。想要獲得一粒可以信得過的種子，實屬不易。」
研究所培育的幾萬份水稻種質材料要一一分裝、包衣、浸種、催芽，到5月中下旬開始插

秧。經過大量的實驗和比對，潘國君團隊又培育新的「龍粳」品種「龍粳3013」。潘國君
興奮地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它比『龍粳31』每穗多20至25粒，平均每畝增產8.9%。」
隨着天氣轉暖，潘國君也更加忙碌。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這個春天種子已經
供不應求。」

◆潘國君（中）無私地將自己掌握的水稻育種技術
傳授於他的學生們。 香港文匯報黑龍江傳真

▲潘國君在黑龍江省農科院水稻研究所的陽光溫室
中查看水稻長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

◆◆潘國君在水稻潘國君在水稻
田中記錄數據田中記錄數據。。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于海江記者于海江 攝攝

◆潘國君（左
三）帶領團隊在水

稻育種領域不斷取得
突破。

香港文匯報
黑龍江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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