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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晚报记者 潘凡/
文、摄） 昨天，记者采访获
悉，由浙江大学与无锡哈勃
生物种业技术研究院等联合
选育的“浙大嘉锡优610”，继
2022年底作为单季稻通过国
审后，又于7月1日通过长江
中下游连作晚籼稻国家审定
资格。目前，这是国内首个
通过单季稻与连作晚稻双国
审的籼粳杂交稻新品种，有
望实现多区域、多场景种植，
实现稻农增收梦。

剥开稻壳，这粒看似普通
的种子实则藏着多重“超能
力”。作为优质籼粳杂交超高
产水稻，它不仅出米率突破
72%，更能在储存半年后仍保
持新米般的口感。在无锡锡山
区连续三年的试种中，其亩产
量比常规品种高出100公斤以
上。更令人欣喜的是，其大面
积种植亩产可达750公斤以

上，较无锡地区现有品种增产
150公斤以上，按此测算，稻农
亩均增收至少400元。

“去年，两次台风加极端
高温，普通水稻亩产只有八
九百斤，‘嘉锡优610’照样结
出1400斤！”无锡农户的赞叹
道出了该品种的硬核实力。
这种籼粳杂交稻兼具籼稻的
适应性与粳稻的优良品质，
在去年极端天气中用优异的
抗倒伏和耐高温能力，赢得
了种植户们的信任。

良种诞生的背后是“十年
磨一剑”的潜心研发。水稻杂
交育种素有“周期长、壁垒高”
等难点，籼粳杂交稻更是育种
界的“硬骨头”——杂交不亲
和、制种产量低等。无锡哈勃
生物种业技术研究院总经理汪
庆介绍，研究团队借助水稻高
效花药培养、分子标记辅助育
种等技术，创制数万份材料，聚

合优良基因和性状，终于让籼
粳亚种间的杂种优势得以充分
释放。“既要利用亚种间的优
势，又确保品种适合更多水
土。”汪庆道出育种关键。

记者了解到，研发出的稻
种需省级或国家级主管部门，
组织对品种进行综合试验（米
质、抗性、产量等指标考核评
价），通常要3—4年时间。通过
考核后才可以推广种植，主要
是为了保证品种推广后的安全
性。截至7月9日，查询国家水
稻数据库可见，同时通过单季
稻、连作晚稻的双国审品种，

“浙大嘉锡优610”仍是独一份。
目前，“浙大嘉锡优610”

的推广之路越走越宽，将在
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
西、浙江、上海等地扎根。研
究团队表示，将持续推进研
发推广，让更多良种在更多
田野绽放活力。

本报讯 7月 9日，锡
山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内，一辆印着“锡农荟”字
样和锡山四季农产品图片
的助农直通车鸣笛启程。
这不仅是一辆流动的农产
品展销车，更是锡山区农
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引
擎”——当天，“苏韵乡情”
锡山乡村休闲农业旅游暨

“锡农荟”助农直通车发车
仪式在此举办，宣告“锡农
荟”平台从“单向销售”向

“产销游一体化”的全新升
级。

“过去养蟹愁销路，现
在平台帮我们找市场、讲
故事！”宛山溪农场负责人
陆军站在直通车旁说，自
家养殖的70亩螃蟹曾因
品牌知名度不高“藏在深
闺人未识”，如今通过“锡
农荟”平台的溯源系统和
文旅联动，即将走上更多
市民的餐桌。这正是“锡
农荟”平台升级的核心逻
辑。作为锡山区精心打造
的区域公共品牌，“锡农
荟”上的每件农产品都可
以溯源，让消费者买得安
心。打开平台页面，东港
的早茶、锡北的红色之旅、
鹅湖荡口古镇的夜景等

“吃住行游购”信息一目了
然。“只要你走进锡山，点
击我们的平台，当地的吃、
住、行都给您做好了推
荐。”锡山区旅游协会党支
部书记杨锋说。

据介绍，助农直通车
将以“农产品展销+文化体
验+生态旅游”的闭环模
式，吸引市民下乡消费，带

动农家乐、民宿、采摘园等
业态发展，形成一条从田
间到餐桌、从乡村到城市
的消费链，破解过去“农业
有资源、旅游有亮点，两者
却各唱各调”的难题。接
下来，助农直通车还将开
进东港、锡北、羊尖、鹅湖、
厚桥等地，一边收集农户
的优质土特产、对接农户
的销售需求，一边宣传地
方传统文化、记录乡村的
美景。目前已有200多家
农户和商户入驻平台，黄
土塘的西瓜、严家桥古村
的民宿等，都能在这里找
到一席之地。

“锡农荟”的底气还来
自多方合力的支撑。无
锡学院团队发挥专业和
人才优势，助力锡山现代
农业数字化转型；抖音本
地生活锡山区分公司给
予流量支持，通过达人合
作、话题挑战、直播等形
式，讲好锡山“春天一杯
茶、夏天一只果、秋天一
碗饭、冬天一条鱼、四季
一盆花”的“五个一”特色
农业故事，并为商家、农
户提供短视频拍摄、直播
等培训与指导，帮助其提
升运营能力。

“目前，平台还在调试
完善，等9月初正式上线
后，‘锡农荟’将成为长三
角游客的‘锡山攻略’。”杨
锋表示，届时，无论是无锡
市民周末游，还是长三角
游客深度行，都能通过这
一平台，触摸到锡山的田
园诗意与烟火气息。

（潘凡/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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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除果实、修剪细枝、去除杂草——

太湖大道古银杏“减负”战高温 农产搭台文旅唱戏

“锡农荟”开启“产销游”新图景
7月 9日清晨，太湖大

道金塘桥堍的两棵百年古
银杏旁，作业车辆引擎声平
稳低沉，一场专属于这两株
城市“活化石”的夏日特别
呵护正徐徐拉开序幕：养护
部门对其进行修剪、除草，
摘除多余果实，以帮助古树
更好度夏。

昨天上午，养护现场一
片繁忙却井然有序，专业园
林工人借助升降平台，穿梭
于繁茂枝叶之间。随着手
中工具精准起落，一串串银
杏果实如珠玉般簌簌坠
落。与此同时，那些细弱、
过密或存在隐患的枝条也
被精心修剪下来。树下，工
作人员迅速清理落果与枝
条，保持现场清爽整洁。“为
了减少对市民通行的影响，
我们一早6点就开始作业
了。”现场工人一边引导车
辆一边介绍。

“又来‘体检’啊。”一名
晨练的老人路过时笑道，据
其介绍，从他记事起，这两
棵古树就站在这里，粗壮的
树干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
至今仍有不少老人将其视
作吉祥如意的象征。

为古树“减负”，实则是
为它们的健康长寿“添砖加
瓦”。无锡南长生态科技有
限公司养护部中级工程师
李芳解释道，持续的高温炙
烤，加上今年银杏硕果满
枝，这对古树的水分和养分
储备是巨大消耗。经过科
学论证，养护部门决定摘除
树上大部分果实，以减轻其
负担。考虑到夏季多发的
强风暴雨天气，此次同步实

施了枝条修剪，“修剪掉部
分细弱枝条，不仅能优化树
冠内部的通风透光条件，让
古树‘呼吸’更顺畅，更能显
著降低它们在即将到来的
大风天气中被吹折损伤的
风险，同时也减少断枝坠落
对下方道路交通造成的安
全隐患。”

这两棵古树堪称城市
“活历史”，树龄分别高达
380多岁和430多岁。它们
原本生长在张元庵内，1992
年因金匮路改造工程，被精
心南移20米至现今位置。
30余年来，在养护人员的精
心呵护下，这对历经沧桑的

“姐妹花”非但没有萎靡，反
而愈发枝繁叶茂，成为太湖
大道上一道引人驻足、充满

历史厚重感的独特风景
线。李芳补充道，养护工作
贯穿全年，今年2月，工作人
员拔除了古树原有绿地中
的麦冬，以增强土壤透气
性，减少养分流失；到了3
月，又及时进行了追肥，为
古树补充“元气”，确保土壤
营养充足。

据了解，目前市区（不
含江阴、宜兴）挂牌保护的
古树名木共有 618 棵，后
备古树191棵。为了保护
这 些 珍 贵 的“ 绿 色 活 文
物”，养护部门每年都会定
期为它们施肥复壮、改良
土壤，严格遵循“一树一
策”的科学养护方针。每
逢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
来临前，养护人员更会严
阵以待，提前采取加固支
撑、疏通排水等措施，全力
守护古树安然无恙。

（施剑平/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