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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谚中国》第二集：好儿要好娘 好种多打粮

（文字稿）

【解说词】春华灼灼，秋实离离。种子落入泥土，依托

大地生生不息，提供给人类延续生命的力量。

（字幕：【农谚】好儿要好娘，好种多打粮。）

【解说词】“好儿要好娘，好种多打粮”，这句在中国

广为流传的农谚，朴素地道出，一粒种子蕴藏着丰收的密码。

【同期+字幕】

一粒良种，千粒好粮。

好种育好苗，好苗长好稻。

要想庄稼好，种子要选好。

（片名：好儿要好娘 好种多打粮）

（字幕：传统二十四节气 小满）

（字幕：【农谚】小满小满，麦粒渐满。释义：小满时

节，我国冬麦区小麦大多灌浆充实，籽粒接近饱满。）

【解说词】“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初夏时节，在全

国小麦主产区——河北，冬小麦灌浆充实，逐渐饱满，向着

丰满成熟进行着最后的冲刺。

（字幕：河北省 石家庄市）

【解说词】头天夜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让晋州市

周家庄乡农民韩振歧的心一直揪着。一大早，他就来到繁种

田里。

（字幕：【农谚】麦倒一把草，谷倒一把糠。释义：小

麦和谷子成熟前怕倒伏，一旦倒伏，严重影响产量。）

【同期声】韩振歧（晋州市周家庄乡农民）：“俗话说，

‘麦倒一把草，谷倒一把糠’。麦收前特别怕下雨刮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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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倒了，一年的心血就白费了。”

【解说词】小麦育种专家郭进考也操心着这片麦田。

【同期声】韩振歧：哟，郭老师过来了。

【同期声】郭进考（河北省小麦育种首席专家）：“好

多地方麦子都倒了，我看你们这小麦还是没有倒伏。这麦子

为什么不倒啊，我给你拔下来看看。第一个，你看秆很矮，

重心下移，秆矮，抗倒性好；再一个就是它的秆很硬，你捏

捏。”

【解说词】2022 年秋天，韩振歧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把 700 亩地都种上郭进考领衔培育出来的新品种。

（字幕：辛集市 河北大地种业马兰研发基地）

【解说词】从周家庄回到基地，郭进考直接扎到试验田

里，查看小麦育种材料的表现。

【同期声】郭进考：“17 号那天暴风骤雨，很多品种都

发生大面积倒伏，‘马兰 1 号’几乎没倒伏，所以深受农民

的欢迎。”

【解说词】一颗良种的选育，就如同沙里淘金一般。科

学家从不同品种中精挑细选出父本和母本，进行组配。“种

瓜得瓜，种豆得豆”，遗传的奥秘早已被我们的祖先用质朴

的农谚揭示出来。

（字幕：【农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释义：亲代与

子代之间具有相同的性状，是对生物遗传现象的生动描述。）

【同期声】郭进考：“好的基因重组以后，我们做杂交

以后，要在田间一代一代地选择，来选择，首先是抗倒的，

第二是抗旱的，第三是抗病的。”

（字幕：【农谚】肥大水勤，不用问人。释义：指庄稼

多施肥、勤浇水，就一定会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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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词】“肥大水勤，不用问人”，这句农谚曾是华

北平原的“小麦种植宝典”。然而，河北水资源匮乏，如何

“少用水多打粮”成为这些年郭进考育种攻关的重点。

【同期声】郭进考：“小麦又是用水大户，他怎么合理

利用自然降水，也就是说，让每一滴水生产更多的粮食。”

【解说词】为了找到这粒最耐渴的种子，郭进考将目光

投向了一种生存能力极强的杂草，提取它的抗旱基因，研制

出了一种小麦新品种“马兰 1 号”，解决了小麦抗旱节水这

个世界性难题。

在马兰研发基地的“零水试验田”里，一台挖掘机开始

探寻小麦节水的秘密。

【同期声】马兰研发基地工作人员：“咱们看一下节水

小麦“马兰 1 号”的根系，到底有多深？两米四的地方，还

能看到小麦的根系。这个品种，它的根系很发达，因为它能

吸收两米以下的降水储水层的水，减少灌溉用水。”

【同期声】郭进考：“说实在的，我们过去河北省小麦

（生育期）浇五六水，而现在也就是浇两水左右，但是我们

小麦产量比那时候翻了一番。”

（字幕：【农谚】看田选种，看种种田。释义：从当地

自然条件和栽培水平出发进行选种，根据种子特性进行种

植。）

【解说词】“看田选种，看种种田。”节水高产小麦带

着河北大地朴素的心意，去往全国 7 个省市生根。昔日的“用

水大户”，今朝变为“节水先锋”。

（字幕：累计节水超 125 亿立方米，约为 900 个西湖水

量。）

（字幕：传统二十四节气 节气 芒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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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词】15 天后，芒种如约而至。

（字幕：【农谚】芒种忙，麦上场。释义：北方地区在

芒种时节主要是忙于收麦，打麦。）

【解说词】“芒种忙，麦上场。”河北小麦开镰，联合

收割机一路向北，带来了一个又一个惊喜。周家庄的繁种田

里，一场实打实收的专家测产正在进行。

（字幕：【农谚】一粒良种，千粒好粮。释义：优良种

子是农作物增产的内在条件，能确保粮食增产丰收。）

【解说词】“一粒良种，千粒好粮。”五十年来，郭进

考培育出了 33 个小麦品种，一个又一个新品种不断刷新着

河北小麦的高产纪录。

【同期声】郭进考：“‘龙生龙，凤生凤，好种才能多

打粮’，也就是说，让中国人的饭碗装满中国粮。”

【解说词】从吃不饱到小麦总产量世界第一。一块块金

黄的麦田，勾勒出中国粮食生产的脉络掌纹。风吹麦浪，颗

粒归仓，成为亿万中国人心底的安稳。

（字幕：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获丰收，小麦年产量连续

第六年稳定在 1.3 亿吨以上。小麦品种全部实现国产自育，

总产量居全球第一。）

（字幕：湖南省长沙市）

【解说词】这份安稳的另一端是风吹稻浪，稻花飘香。

（字幕：【农谚】民以食为天，食以稻为先。释义：人

民以粮食为生存的根本，水稻在中国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农作

物。）

【解说词】“民以食为天，食以稻为先”。长江中下游

河湖密集、土地肥沃，水稻是这片土地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一万多年前，上山先人驯化栽培稻谷。长久的陪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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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壮大了水稻的家族和产量。

（字幕：传统二十四节气 夏至）

【解说词】夏至，在全国首屈一指的水稻大省——湖南，

一簇簇早稻枝繁叶茂，在阳光的滋养下绽放出微黄的稻花。

【同期声】李建武（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把这个（不育系）做几个杂交。”

【解说词】上午 10 点，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试

验田里，一场杂交“手术”正在争分夺秒地进行。

【同期声】李建武：“这是我们父本，下面是母本，把

父本的花粉落到这个母本上面，然后母本就结实。”

【解说词】由于对温度和湿度极其敏感，水稻的开花时

间主要集中在正午前两小时。今天，李建武需要完成近 40

例杂交。

【解说词】杂交水稻是中国人送给世界的礼物。今年 37

岁的李建武，是袁隆平院士团队最年轻的成员，也是杂交水

稻高产攻关领跑者之一。

（字幕：【农谚】只要功夫深，土里出黄金。释义：只

要付出足够的努力和时间，种地也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解说词】“只要功夫深，土里出黄金”。中国的育种

专家遵循着农谚的意蕴，深耕不辍。从“三系法”到“两系

法”再到“超级稻”，他们用一代又一代的杂交水稻刷新着

“量”的极限。

【同期声】李建武：“我们的第三代杂交水稻，连续两

年突破了双季亩产 1500 公斤的一个产量目标，意味着我们

每亩田可以养活 5 个人。”

【同期声】王禹廷（农民）：“李博士好！”

【同期声】李建武：“王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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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声】王禹廷：“麻烦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同期声】李建武：“这是虫子吗？不像啊，它应该是

飞虱传了那个矮缩病了。打了药之后，把飞虱打住了，才能

够防治下来。”

（字幕：【农谚】三分种，七分管，田里的活计就像使

绣花针。释义：播种很重要，田间管理的各个环节更为重要，

在田里干活就像使用绣花针一样，需要认真、细致。）

【解说词】“三分种，七分管，田里的活计就像使绣花

针。”从播种、育秧到移栽、收割，每一步都要摸索总结出

适合新品种的最佳栽培技术，为大面积推广打基础。

【同期声】（视频资料）袁隆平：“我有两个梦，第一

个梦叫作‘禾下乘凉梦’，第二个梦叫作‘杂交水稻覆盖全

球梦’。”

【解说词】种子一季季播撒希望，育种人一代代接力梦

想。

【同期声】李建武：“中国有句谚语‘单丝不成线，独

木不成林’。我希望通过分享杂交水稻的技术和经验，让更

多的种植户提高杂交水稻产量，来实现袁老师的“禾下乘凉

梦”。”

【解说词】这粒出自湖南的小小稻种，如今已播撒到地

球上更广阔的区域，带去粮食自给自足的希望。

【解说词】这是一张马达加斯加最大面额的纸币，印在

上面的图案就是袁隆平培育出的杂交水稻。在马达加斯加，

依靠中国技术培育的杂交水稻，平均单产是当地品种的 2 到

3 倍。

【同期声】李建武：我们要把杂交水稻种到更多的地方，

实现袁老师的“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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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词】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在世界的水稻

版图上，中国水稻总产量位居第一。

（字幕：杂交水稻远播五大洲近 70 个国家，国外杂交

水稻年种植面积近 800 万公顷。）

【同期声】李建武：如果杂交水稻能推广到全世界水稻

面积的一半，全世界每年增产的粮食就可以多养活 4（亿）

到 5 亿人。

（字幕：【农谚】一粒入地，万粒归仓。释义：一粒农

作物种子种下，可以收获万粒粮食，说明了种子和粮食产量

的关系。）

【解说词】“一粒入地，万粒归仓”，是中国人对丰收

的无限向往。“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是端牢中国饭碗的

内心力量。

（字幕：【农谚】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释义：手里只

要有了积存的粮食，心里就不会慌张。指存粮是应对饥荒的

首要措施。）

【解说词】无论是麦种执着地向泥土深处扎根，还是稻

种温润地向广袤田畴繁衍，就如同代代传承的中国农谚一般，

书写着中国人与作物生生不息的故事。

视频配文：

一粒入地，万粒归仓。种子，蕴藏着丰收的密码。无论

是麦种执着地向泥土深处扎根，还是稻种温润地向广袤田畴

繁衍，都如同代代传承的中国农谚一般，书写着中国人与作

物生生不息的故事。长城微纪录片《农谚中国》第二集《好

儿要好娘 好种多打粮》，带您探寻种子的神奇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