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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油、一碟菜、一杯茶，碗里杯中，都关系着老
百姓的民生。春节前夕，记者跟随致力于破译“食物
密码”的科研人员一起，走进实验室、来到田间地头，
探访能像大豆一样榨油的水稻、盐碱地上长出来的
蔬菜、口感更香浓的龙井，感受科技进步带来的舌尖
上的改变。

高油脂的水稻

水稻能不能像大豆一样多出油？记者跟随中国
水稻研究所水稻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张健研
究员来到实验室。

实验台柔和的灯光下，摆放着一排排装有水稻
种子的培养皿，这些种子经过特殊处理后，
正孕育着改变未来的希望。

“这是一种油脂含量媲美大豆的水稻，
未来有望成为一种重要的替代油脂来源。”
张健说，过去几年里，他们利用合成生物学
手段，将水稻种子油脂含量从 2.3%提升至
11.7%，为目前已报道成果的淀粉类粮食作
物中的最高油脂水平。

长期以来，我国包括大豆在内的油料作
物依赖进口，“端稳中国‘油瓶子’”成为农业
科技工作者们的目标。

相较于油料作物，水稻虽然油脂含量偏
低，但产量很高。于是张健团队决定另辟蹊
径，通过改变水稻的特性，让其能保持水稻
既有的高产，又能在种子中产出更多油脂。
为了找到并确定关键基因，科研团队夜以继
日筛选了 1000 多份样本，测试了近 50 个基
因。水稻研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一次完整
的实验往往需要跨越一个春秋。

目前不少商超也有米糠油出售，它们与
处在科研当中的水稻油有什么区别？张健
说，米糠油是由稻谷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米
糠，进行再加工得到的一种食用油。“和市
面上销售的米糠油相比，目前我们得到的
高油脂水稻中的油脂含量大幅提升，下一
步还需要提升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让‘油
’更健康。”

张健表示，目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还
没有达到团队的“终极目标”，保守估计至少
还要 2至 3年才能达到“理想状态”。目前的
试验稻产量还有待提高，还需大量实验来寻
找“产量”与“出油量”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实
现两者同步提升。但对于水稻油的研究和
未来的落地应用，他们很有信心。

盐碱地上长出来的蔬菜

这几天，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喻景权
格外牵挂远在新疆喀什的 200多个蔬菜温室大棚。

“ 气 温 怎 么 样 ，长 势 怎 么 样 ，肥 料 浓 度 是 多
少？……”刚得空，喻景权就拨通了新疆佳景农业公
司负责人张伟的视频电话。张伟的农场，53 个大棚
的番茄苗刚开出花。

“ 眼 下 正 是 我 们 选 育 的‘ 喀 什 红 ’番 茄 的 生 长
季。采用我们的技术，看似贫瘠寸草不长的盐碱地
和戈壁滩也能变‘宝地’。”喻景权说。

放下电话，喻景权带着记者走进浙江大学农科
创试验中心。穿行在一排排种植了番茄秧苗的无土
栽培系统中，他说，他和团队多年致力于推动戈壁设
施农业发展和盐碱地治理，相关技术已经在新疆、甘
肃、宁夏多地以及浙江的海岛得到应用。

在甘肃酒泉戈壁中，成片蔬菜温室里郁郁葱葱，
十多年来，喻景权和浙大师生到酒泉去帮助当地生
产优质蔬果、发展戈壁农业，从 2008年的三分地发展
到如今的 10余万亩。

在浙江舟山岱山岛上，本是晒盐制盐的盐田摇
身一变成为岱山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在园区的未来
农场内，无土栽培的蔬果层层叠叠，铺展开来。“喻景
权院士团队的盐碱水淡化设备和技术的研发，将盐
碱水中的钠、氯等离子有效分离出来，不但解决了农
业用水难，还降低了用水成本。”浙江海宙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胡斌说。

“我们研发的新一代无土栽培系统，可持续使用
5年，实现管理的自动化；新型盐碱水淡化设施，一台
机器每天出水 50吨左右，可满足 20亩左右的番茄种
植。材料更节省、控制更精准。”喻景权说。

喻景权介绍，以前一个农户只能种一个棚，还可
能种不好。用上他和团队的技术后，可
以管理 2.5 个棚，一年可以增加几万元
收入。人们吃上好蔬果、有了好收入，
不仅如此，思想观念在改变、科学素质
在提升，这是他最乐于看到的。

采访结束时，喻景权的手机里又收
到了发自新疆大棚农场的图片。“目前
技术应用已基本成熟，不仅是番茄，以
后也能种西梅、蓝莓和其它经济作物。
新 的 一 年 我 们 还 要 将 大 棚 增 加 至 400
个。”他说。

茶香悠悠的龙井

冬日时节，阳光洒在层层叠叠的茶
树上，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专
家们正穿梭于茶园，仔细观察茶树的生
长态势，为将于几个月后上市的春茶提
前做好研究和准备。

在西湖边扎根 60余年的中茶所，是
我国唯一一家以茶为研究对象的国家
级综合性研究机构。

“优良茶叶品种的选育和推广，一
直是我们几代中茶人最重要的工作。”
中茶所茶树资源与改良研究中心研究
员曾建明说。

在第一代龙井茶种“群体种”基础
上，中茶所科研人员先后育成第二代品
种“龙井 43”和第三代品种“中茶 108”。

20 多年前，浙江茶园无性系良种化
率只有大约 32.6%。正是依靠“龙井 43”
等茶树品种的推广，让浙江茶园无性系
良种化率在 20年间提升至 75%以上，超
过全国平均水平。在“龙井 43”的基础

上，中茶所科研人员又育成“中茶 108”。
据介绍，“群体种”通过茶籽落地发芽自然成长

繁殖，多品种共生，植株间差异大，导致了鲜叶大小
不一，发芽时间也不一致。“龙井 43”相较于“群体
种”，无论是品质、产量还是效益，都是“青出于蓝而
胜于蓝”。而“中茶 108”发芽特早，在保持“龙井 43”
的优良特性外，抗寒性、抗旱性、抗病性更强，持嫩性
强、氨基酸含量更高，加上适宜的制作工艺，容易有
兰花香，滋味鲜爽。

三代龙井茶种的更迭，不仅品质更优、抗性更
强、口味更丰富，还能让茶芽期提前 7至 15天萌发。

“俗话说‘早采三天是个宝’，茶叶开采期与茶叶
成品质量、价格息息相关。”曾建明说。优良的茶树
品种是茶叶生产的根本和基础，直接关系着茶好不
好喝、好不好卖，也关系到茶农的收入。

如今，以科技为先导，优质茶树新品种的更多可
能性，在国家茶树种质资源圃（杭州）中孕育。来自
全球各地的 3700 多份茶树种质资源，以活体的形式
被保存在这片土地上。科技的力量正让中国茶更
香、更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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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
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运用好红色
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广
大干部群众发扬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代新风新貌。

年轻人走进红色场馆深度互动，小村庄
用活红色资源振兴文旅经济，舞台上红色历
史创新表达带来心灵震撼……记者近日在上
海、河南、重庆等地采访看到，红色文旅魅力
绽放，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生动课堂，红色基因
植根群众生活日常。

红色地标“圈粉”年轻人

“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
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要
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
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
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
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
江山永不变色。”——习近平

上海市兴业路 76 号，中共一大会址。一
百多年前，革命志士们从这里的一张长桌旁
起身，一股红色激流就此改变了中华大地。

冬日里，梧桐树下的石库门小楼，古朴庄
重。中共一大纪念馆副馆长阮竣手头有一组
数据：2024年，纪念馆全年累计接待参观者近
312 万人次，其中 45 岁以下参观者超 85%，画
像统计显示，18岁至 24岁的参观者达 26.4%，
占比最高。

“年轻人对革命纪念馆的期许和热情正
在提高，他们愿意走近历史，听‘觉醒年代’那
些有内涵、有温度、有共鸣的故事。”阮竣说。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李大
钊用过的打字机、《共产党》月刊创刊号……
中共一大纪念馆有 12.8 万件（套）馆藏，红色
资源丰富而厚重。

“一百多年前，有一位自称‘二十八画生’
的青年，他把自己进行体育锻炼的思考撰写
成文，题目为《体育之研究》，发表在《新青年》
杂志上……”纪念馆“95 后”宣教专员张粟无
数次讲起那些红色故事。

“青年毛泽东写下的‘欲文明其精神，先
自野蛮其体魄’，今日读来依然力透纸背。而
如今最能‘圈粉’新时代年轻人的，是蓬勃朝
气、理想信念。”张粟说。

为了与“新青年”们双向奔赴，红色场馆
持续创新表达方式。“数字一大·初心之旅”虚
拟现实沉浸式大空间体验展里，参观者戴上
VR 设备，从“初心码头”登船，感悟新青年们
的昂扬风采；“伟大精神铸就伟大时代——中
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专题展全国巡回展

车”驶遍大江南北，入学校、进社区……
红色文旅融入城市生活，信仰之力浸润

青年心田。漫步中共一大召开地树德里、中
共二大召开地辅德里、《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老渔阳里等石库门建筑，能见到不少青年游
客。“在这些地点参观，总是很有力量感，尽管
相隔逾百年，革命先辈的精神始终吸引我、激
励我。”来自浙江的“95后”陈欣冉说。

红色资源带动乡村振兴

“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
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搞活了农
村 经 济 ，是 振 兴 乡 村 的 好 做
法。”——习近平

“1929 年秋，就在这个寨子四周，工农红
军同地主豪强对峙十多天，最终一举攻克山
寨，扩大了红色根据地……”河南新县田铺
乡田铺大塆韩家寨战斗遗址纪念碑前，导游
余海霞向游客深情讲述发生在这里的革命
故事。

八百里大别山，古老村落多，红色故事
多。小小的田铺大塆，是当年刘邓大军南下
时的临时指挥所所在地。田铺大塆所在的新
县，留下了 365处革命历史纪念地。

近年来，当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依
托丰富的红色资源，打造“九镇十八湾，全域
游新县”旅游品牌。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田
铺大塆，成为红色旅游的热门地。

沿着村中的青石板路，走进村民许秀青
开办的“春临农家”，房檐下挂着的一排排腊
肉飘香，尽显浓浓年味。2014年，许秀青做了
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开起第一家农家
乐，年收入从当年的 3000多元到如今 30多万
元，红色旅游给她带来了真真切切的实惠。

“我就是听着红色故事长大的。现在外
地朋友们来，也很愿意听我讲许世友等革命
先辈的故事。”许秀青说。

春节长假期间，村民韩光莹把小院收拾
得整洁敞亮。在这家名为“老家寒舍”的民
宿，堂屋墙上的镜框展示着红色家史，颇为醒
目。1927 年，韩光莹爷爷两兄弟参加黄麻起
义，20 多年转战南北，一个身负重伤，一个壮
烈牺牲。

韩光莹希望，来到田铺大塆的年轻人，都
能感悟革命精神，从心底萌发坚定不移跟党
走、脚踏实地创造美好生活的决心。

有许秀青、韩光莹等“探路者”在前，越来
越多村民选择返乡创业。在政府引导下，田
铺大塆不挖山、不填塘、不砍树、不大拆大建，
最大限度保留了石板小巷、黄墙黛瓦的历史
风貌，形成了“红”“绿”相融的美丽和谐画卷。

2024年，田铺大塆累计接待游客 66.59万
人次，旅游收入 3221.11 万元。红色文创出

新、非遗手工畅销、“创客小镇”热闹，古老乡
村的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红色文化丰富群众生活

“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好
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
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习近平

歌乐山下，重庆 1949 大剧院的外形酷似
一座巨大的时钟。

走进这座专为舞台剧《重庆·1949》打造
的同名剧院，当台上大幕拉开，时间仿佛瞬间
回到 70 多年前——渣滓洞的阴暗铁笼、白公
馆的诡异静谧、磁器口的人物百态、歌乐山的
枪声火光……一幕幕场景巧妙切换，一个个
演员动情演绎，配合着极具沉浸感的声光电，
每一次情节的高潮都伴随热烈的掌声和激动
的泪水。

大型红色舞台剧《重庆·1949》于 2021 年
7月首演，迄今已创下演出 2500场、接待观众
160万人次的票房纪录，成为重庆文旅体验的
新坐标。近期，该剧从剧本和技术两方面进
行深度升级后，焕新登台。

“我们精心调整了剧本结构，让整个故事
更加紧凑，剧情线更加清晰流畅；同时深挖人
物之间的情感纽带，对兄弟情、母子情、爱情、
革命志士的家国情怀进行细致刻画，使每个
角色更加鲜活饱满、触动人心。”《重庆·1949》
执行导演马波说。

“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黎明已经到来，
但他们看不到了。”观剧后，重庆大学学生黄
耀标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每一个场景、每一
句台词都充满力量，革命先辈的信仰和追求，
是我们年轻一代前进的明灯。”

“枪声”就像在耳边擦过，炮弹几乎要“震
翻”座椅……舞台设备升级带来的身临其境
之感，让许多年轻观众感到震撼。有人感慨：

“没想到红色剧目可以这样呈现，这部剧值得
‘二刷’‘三刷’。”

除了持续呈现高水准演出，重庆 1949 大
剧院还打造了全新的打卡装置和文创生活好
物，营造出多元文化消费场景，拉近艺术与生
活的距离，让更多观众和游客走进红岩故事、
感悟红岩精神。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山河锦绣，国泰
民安”“拼搏进取，强国有我”……红色场馆里
的留言簿，又新添了许多真挚的新年祝福。

从都市里的“红色路线”，到乡村间的红
色沃土；从形式多样的红色展览，到创新表达
的红色舞台……行走中国，许多红色文旅正
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不断激发穿越时空的
情感共鸣，不断凝聚砥砺前行的信仰之力。

新华社北京电

红色文旅魅力绽放
新华社记者 王永前 吴振东 郭敬丹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