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笔者有幸参与了丰台区农业农村局
举办的数场种业相关活动。一粒小小的种子，
却蕴含着高科技，与千家万户紧密相连，维系
着亿万农民的生计。种业安全已上升为国家
战略，成为焦点。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明确指出，要“正确把握重大国家
安全问题”“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而粮食安全，始终是国家宏观经济稳定运行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我国对种业的发展
与安全给予了高度重视，其战略重要性日益凸
显，成为推动农业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与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性基础。面对潜
在的风险与挑战，我们必须加强种质资源的开
发与保护，强化育种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并
着力提升种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丰台种业：
从种子到味蕾的华丽蜕变

作为农业大国，我国要以有限的土地资源
养育十四亿人口，无论是粮食还是蔬菜，没有
核心的种子资源，何以确保丰产高产，又何以
保障食品安全？在农业领域，无论是广袤无垠
的大农场，还是农人自家的小庭院，栽瓜种豆
都同等重要。不同的是，损失的价值有
所不同。自家种的瓜会出现枝繁叶
茂而看不到果实的现象，这对于
农民和大农场而言是不可接受
的，这是关乎饭碗的大事，他
们不敢有丝毫的闪失。年
少时，我常见大人们将最饱
满的作物留作种子，甚至
专门划出土地种植种子
粮，影视作品中也不乏因
卖种子粮而败家的荒唐所
为，这些都深刻警示我们种
子的重要性。

丰台区凭借其独特的区位
优势和在京的各科研院所的支
持，致力于发展高质量的种业，确保
老百姓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11
月，区农业农村局在世界种子大会品种展示评
价基地举办了“丰味人间·种缘餐桌”种业项目
总结暨成果品鉴会。丰台农业人一手抓科技
支撑，一手抓科普工作，通过广泛宣传，强调农
业的重要性和种子与餐桌的紧密联系。近年
来，丰台区紧握种子这一农业的“芯片”，立足
本土资源，打造特色文化，聚焦产业集群，书写

着新时代的“土特产”篇
章，为北京全力打造“种
业之都”贡献了丰台的
力量。凭借丰富的种业
大会举办经验，自 1992
年第一届北京（丰台）种
子交易会召开以来，已
连续成功举办 31届，并
于 2021 年首次升级为
国家级盛会——中国北京种业大会，成为全国
种业行业办会历史最久、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
区域品牌。这些为北京市和丰台区的优质种
业资源实现成果转化搭建了坚实的平台。

种业与餐饮文化的融合，
引领健康饮食新风潮

北京作为大都市，其粮食蔬菜等食品供应
不能完全依赖外调，必须有一部分实现自我保
障。那么，如何保障首都的食品供应呢？优质
种业无疑是一产农业种植的坚实保障。据区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丰台区
在保种和育种方面并重，培育出了众多特色鲜

明的农产品。如“形似拇指，外皮光滑，色泽
鲜亮”的水果新宠——拇指黄瓜；

还有“大者如成人拳头，圆润
饱满，小者则玲珑可爱，外
形既像苹果，又似蜜桃，
表皮细腻光滑”的丰台
区土特产老品种——
大黄小黄苹果番茄；
以及“一棵白菜有五
色，菜帮白，菜心紫，
橘、黄、绿向外渐变”
的科研智慧结晶——
多彩白菜。此外，还有
从北京地方特色老品

种中挖掘、恢复利用的新
口感型苹果青番茄，以及丰

台独有的心里美萝卜、北京六
叶茄、九叶茄等传统口味蔬菜品

种。同时，市场认可度较高的草莓水果番茄、
樱桃番茄等优势品种，以及丰产性高、商品化
优良的彩椒、甜椒品种，“金童玉女”黄瓜等也
是市场的主推品种。而丰台南苑稻，更是从皇
家御膳到现代珍馐的见证，其“晶莹剔透、香气
扑鼻、清甜软糯”的品质，不仅承载着历史的厚
重，更展现了丰台区现代农业的奇迹。通过引

入旱直播技术，打破了传统稻米的“水作”模
式，实现了节水、节肥、高效、环保的种植方
式。全程标准化管理则确保了稻米品质的全
产业链安全可追溯。

农业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育种难，保种亦
难。当下，种业应结合消费和科普，向公众展
示从种业到餐桌的艰辛过程。作为新农业人，
我们不能仅局限于实验室的科研工作，也不能
只关注大田和大棚的种植情况。我们应挤出
时间撰写“吃的科普”，利用新媒体宣讲美食惠
农的知识，运用“烹饪科技”这张王牌，向广大
消费者展示如何巧妙地利用这些特色农产品
制作出美味、营养、好看的佳肴。例如，我们的
多彩大白菜可以如何烹饪，我们的丰台御米可
以如何搭配，我们的一棵多彩大白菜和一只北
京地标的油鸡可以如何烹制出美味佳肴。这
些都是突破农业新质生产力提升瓶颈的生动
实践。通过加强种业与餐饮文化的深度融合，
我们让每一口食物都成为对传统的超越，以差
异化优势引领健康饮食的新风尚。

种子是保障食物供应的基础，为人体健康
保驾护航。种业发展的成果最终需要通过三
产融合来满足百姓的餐桌需求，而种业全产业
链的“神经末梢”也必然延伸到“吃”的环节。
区农业农村局的活动完美诠释了“种业成果与
美食惠农”的理念。丰台种业多年来坚持科技
创新，在发展中不忘初心，牢牢把握守正创新
的原则，走出了一条从种子到筷子、从田间到
餐桌的探索之路。这条连接品种、美味和健康
的探索之路，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未来发展开
辟了新的道路，也为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
展注入了丰台的新活力。同时，丰台种业的这
种一二三产结合、科研+挖掘+保护+推广+科
普+消费的多赢“丰台模式”值得各地学习和借
鉴。愿丰台种业继续秉持创新精神，推动农业
现代化和消费升级，为构建绿色、健康、可持续
的农业产业体系作出更大的贡献。

文/北京市科技特派员 北京烹饪协会副会
长 王云

种业兴种业兴 餐桌丰餐桌丰：：丰台种业解锁美食新密码丰台种业解锁美食新密码

““丰味人间丰味人间··种缘餐桌种缘餐桌””

07
责任编辑：陈琛 美编：刘佳 校对：肖媛 02072024年 12月 2日 星期一书 香

《不与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
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

黄博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
民出版社

北宋年间，传言蜀地逢甲午年
必有动乱，王朝中枢与地方官府由
此展开怎样的合谋与博弈？建立南
平军、重新布局西南边陲军事重镇，
特殊地缘条件下，宋朝开启了怎样
的文化大整合？作者在独特的时空
坐标上寻找巴蜀的复杂性，权力关
系的再书写，透视两宋王朝的边缘
与中心。

《南宋朝野论王安石与新法》
梁庚尧 著 时刻人文｜东方

出版中心
本书探析了南宋朝野在不同时

期、不同层面对于王安石的评价，从
政局变化、学术思想以及乡里社会
的基础，分析王学与程学在南宋的
消长起伏，进而对南宋末年与王安
石相关的谶言与话本进行考证。

《开宝九年》
祁新龙 著 东方出版社
北宋开宝九年十月，开国皇帝

赵匡胤在“烛影斧声”中离奇去世，
给后世留下了一桩兄终弟及的权力
交接谜案。本书围绕“烛影斧声”事
件，将研究视野拉长，通过综合分析与考
证，详细梳理事件发生前后的历史。

《夹缝中的总督》
鞠海 著 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本书展现了曾国藩最后二十年的夹缝

人生和晚清大变局的转折关头。短短二十
年里，曾国藩由丁忧侍郎先后擢升至两江总
督、直隶总督、大学士。这期间，曾国藩主动
或被动与死亡擦肩的瞬间不下五次。是什
么一再将他逼入生死绝境，又是什么让他没
有走向灭亡？这是本书要回答的问题。

《帝国之翼：胡林翼的官场与战场》
张彦明 著 岳麓书社
本书是一部讲述晚清中兴名臣胡林翼

生平及其事功的作品：以胡林翼的人生经
历为主线，细致再现了他从少年纨绔不羁
到中年幡然醒悟，继而担任湖北巡抚，整顿
军政体系，奠定晚清中兴大业的非凡一
生。书中重点刻画了这位天才将帅与曾国
藩、左宗棠等人在时代巨变中展现出的权
谋智慧、为官之道和处世哲学。

《妇人杨氏之“复活”：十八世纪中国的
法律与社会》

卜永坚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通过一件司法案件再现了清代中

期普通人在宏大的国家、严密的制度下如
何生存。作者在僵化的史料背后，试图重
新塑造逝去的历史中的人物的生命；用具
体的描述，让我们真正进入一直靠抽象的
概念理解的乡村世界，走进普通人的生活
和他们的苦难与现实中。通过对案件的分
析，该书再现了十八世纪中国司法制度的
优越，也指出了其局限性。

《山系人文：民间文献与历史地理探研》
王振忠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山系人文水满川”，是今人对“徽州”
二字的形象解析。其中，“山系人文”亦包
含着自然与人文的两层意蕴，与历史地理
学关涉的两大重要分支密切相关。近数十
年来，民间历史文献的大批发现，为中国历
史地理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本书以
来自田野的第一手民间文献为中心，远引
旁搜，聚焦于城乡陵谷递嬗演化、文献典籍
时迁世变，从诸多侧面探讨了生态、村落、
城镇、商业以及相关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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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3131 届北京种业丰台大届北京种业丰台大
会上会上，，优质品种瓜果吸引嘉宾优质品种瓜果吸引嘉宾
关注关注。。特约记者特约记者 刘平刘平 摄摄

第第3131届北京种业丰台大会上届北京种业丰台大会上，，各类水果吸引嘉宾纷纷驻足拍照各类水果吸引嘉宾纷纷驻足拍照。。

多彩大白菜多彩大白菜，，好看又好吃好看又好吃。。赵自谦赵自谦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