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赞新闻
□本期评点人：北方蔬菜报记者侯庆强

土掉渣的黄小米
缘何成了“黄金米”

□新华社报道

“金珠子、金珠王，金珠不换沁州黄”。小米
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在山西省
长治市沁县，有一种小米被誉为“四大名小米”
之一，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就成为宫廷贡米，它
就是“金珠不换”的沁州黄小米。

沁县从事“沁州黄”种植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有30多家，农户达到3万多户。据悉，目前当
地种植面积已达10万亩，沁县小米年产量超过
3万吨，沁州黄小米真正成为沁县农民增收致
富的“金色希望”。在沁县，小米的食用方式不
仅限于“小米粥”或“小米饭”。经过机械的精细
化处理和时间的酝酿，小米醋、小米锅巴、小米
啤酒、小米饼干等产品让沁县小米焕发新生。

从“皇家贡米”到如今百姓的“致富米”，从
传统的人工粗加工到如今的机器化特色产业
发展，从基本小米产品加工到多元化的小米食
品生产流程，如今的沁县黄小米愈发彰显出

“黄金粒”的时代价值。

点赞：让传统农业实现新价值
在他人看来，一些传统农作物难登大雅之

堂，成不了“香饽饽”，更难靠它增收致富。然而
在沁县，小米却一举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
色希望”，想来，这其中不知饱含多少艰辛的付
出。

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泌县政府没有好高鹜
远，有病乱投医，而是切实根据当地实际产业
出发，脚踩泥土、铺下身去，全力想方设法把祖
祖辈辈种植的传统作物打造成了当地特色，并
带领当地群众利用多年形成的农业种植模式，
创新思维，求变求新，赋予了传统农业新使命，
实现了传统农业的新价值，让一粒粒小米焕发
出了新青春，真正成为了百姓的“致富米”。这
一做法，很值得其他地方借鉴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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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病毒病表现症状

□扬州日报记者乔云报道

黄瓜花叶病毒、烟草花叶病
毒和芜菁花叶病毒在我国广泛分
布，严重为害蔬菜作物。近日，
扬州大学一个科研团队传来好消
息，他们成功创制出用于防治蔬
菜作物病毒病的新型植物免疫诱
抗剂产品——“甜镁”纳米免疫
诱抗剂，为蔬菜质量安全和丰产
丰收助力。

“当前，蔬菜作物病毒病的
防治主要依靠抗病品种选育、套
种轮作等农业防治手段和治虫防
病、药剂防治等化学手段，这些
方法存在防治效果不佳、农药残
留等问题，目前国际公认的抗病
毒病药物还没有出现。”扬州大
学植物保护学院教授朱峰表示，
研发一种绿色、高效且对环境友
好的病毒病防治方法，成为促进
蔬菜生产从传统化学防治向现代
绿色防控技术转变的重要“通
道”。

团队成员、扬州大学研三学
生王晓雯解释，和动物一样，植
物本身具有复杂而有效的免疫防
御机制，可以抵抗各种病原物的
攻击。“基于免疫诱抗剂的免疫
诱导技术，具有广谱性、持久
性、稳定性、安全性等优点，可
以激活植物免疫防御机制，增强
植物抗性，降低植物病害发生
率。”团队从一开始就明确了通
过提高植物自身“免疫力”来抗
击病毒的研究思路。

研究过程并非说得这么简
单，团队遭遇了多个“拦路
虎”。首先，如何才能找到一种
能够有效提高植物“免疫力”的
物质呢？团队发现，甘氨酸甜菜
碱作为一种水溶性生物碱，天然
存在于植物体内，是一种能够有
效抗盐、抗旱、抗高温的天然保
护剂。

“既然甘氨酸甜菜碱能帮助
植物抵御高温、干旱等非生物胁
迫，那它会不会也能抵御病毒侵
染呢？”王晓雯说，在朱峰老师
的指导下，团队将甘氨酸甜菜碱
以喷雾的方式喷洒到烟草叶片
上，并向叶片接种烟草花叶病
毒。反复多次的实验验证了团队
的猜想，甘氨酸甜菜碱可有效增
强烟草“免疫力”，抵抗病毒侵
染。

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了，甘
氨酸甜菜碱的抗病毒效力并未达
到团队预期，如何全面激活植物
自身“免疫力”，开发出一种抗
病效力更高的药剂呢？团队在前
期研究中发现，被广泛应用的新
型无机材料纳米氧化镁，具有无
味、无毒等特性，能够诱导植物
免疫防治病毒病。于是，团队大
胆设想，如果将甘氨酸甜菜碱与
纳米氧化镁进行复配，是否抗病
效果更好？

实验证明，两者复配具有显
著的协同增效作用，团队在此基
础上成功创制出可防治蔬菜作物
病毒病的“甜镁”纳米免疫药

剂。数据表明，其抗病毒效力超
70%，与其他免疫药剂相比，抗
病效力提高 10%、成本降低
19%。目前，团队围绕该研究成
果发表SCI论文。

扬州市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
心农艺师柏晶认为，基于“甜
镁”纳米免疫诱抗剂诱导免疫是
一种绿色、高效、可持续、对环
境友好的病毒病防治技术，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

“我们正在持续优化技术，
开发‘甜镁’纳米免疫诱抗剂新
产品，建立基于‘甜镁’纳米免
疫诱抗剂诱导免疫蔬菜病毒病的
绿色防控体系，助力可持续农业
发展。”朱峰说。

一大学科研团队攻坚蔬菜作物病毒病难题

防治蔬菜病毒病出新法
数据表明：其抗病毒效力超70%，比其他免疫药剂抗病效力提高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