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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中英贸易“破冰之旅”70周年活动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7 月6 日电 7 月 6 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向中英贸易“破冰之旅”70
周年活动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70 年前，以杰克·佩里
先生为代表的英国企业家敏锐看到新中国
的光明前景和中英合作的巨大潜力，以无

畏的勇气和魄力打破意识形态坚冰，率先
开辟了中英贸易交流的通道。 70 年来，几
代“破冰者”见证并积极参与中国发展和
改革事业，在互利合作中实现自身发展壮
大。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英贸易从无到
有，如今已超过千亿美元。事实证明，中

英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和平
和发展。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多重挑战交织
叠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希望中英各
界有识之士传承富有远见、开放合作、敢
为人先的破冰精神，奋力开拓合作共赢新

局面，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促进
中英友好合作作出更大贡献。
　　当日，中英贸易“破冰之旅”70 周年
活动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与英国48
家集团俱乐部、英中贸易协会共同在京
举办。

传承破冰精神 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 中英工商界人士共话两国贸易合作的历史与未来

　　在 7 月 6 日举行的中英贸易“破冰之
旅”70 周年活动上，来自中英工商界的约
100名嘉宾共聚北京，叙友谊、话合作、谋
发展。他们表示，将传承富有远见、开放
合作、敢为人先的破冰精神，为两国友好
往来和经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70 年前，以杰克·佩里为代表的英国
企业家开启“破冰之旅”，打破了西方对
华贸易的坚冰。
　　70年后，杰克·佩里之子、现任48 家
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在回顾当年
的“破冰”旅程时表示：“父辈们当年对
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正如我们今天依然
坚信，中国有着广阔发展前景和机遇。”
　　“现在世界又进入一个艰难的时
期。”斯蒂芬·佩里说，英中两国经济互

补性强、合作领域丰富，“我们将像我父
亲那代人一样，尽最大努力支持两国贸易
发展，继续深耕中国市场，深化务实领域
合作，为两国经贸合作作出更多贡献。”
　　“在世界经济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
下，可贵的破冰精神应该得到延续和发
扬。”汇丰集团主席杜嘉祺说，通过对
话，英中两国能增进理解，同心协力解
决共同面临的问题。他表示，发展建设
性的双边关系、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
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促进经济稳步
发展。
　　今年年初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持续回
升向好，中国市场的超强韧性和巨大吸引
力持续显现。英国在华商会近期发布报告
显示，86% 的英国企业对中国市场长期潜

力感到乐观。中国商务部6 月发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1至5月，英国实际对华投资同
比增长179 . 2%。
　　“我们对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倡导营
造有利于共同增长和发展的国际环境表示
全力支持。”力拓集团董事长鲍达民说，
中国坚持多边主义，让各方可以在平等的
条件下共享发展红利。
　　英中贸易协会副主席欧高敦说，英中
两国在经贸、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交
流密切、合作成果丰硕。“双方的合作给
两国企业带来了机遇，给两国公民带来了
福祉和就业机会。”
　　“中国银行伦敦分行与英国48 家集团
俱乐部长期合作，致力推动中英经贸合
作。”中国银行行长刘金表示，当今世界

需要沟通交流与开放合作。纪念“破冰之
旅”、深化中英工商界合作有着重要的现
实意义。未来，中国银行愿与各方携手共
进、密切合作，为深化中英经济合作、推
动世界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说，中方愿与
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英中贸易协会等
机构一道，把握好中国式现代化为中英
经贸合作带来的广阔机遇，聚焦贸易、
金融、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领
域，为两国企业对接合作搭建更多高质
量平台，提供更加优质精准的服务，促
成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地，以实际行
动践行破冰精神。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收到习近平主席的回信，同学们纷纷
给各自国家的最高审计机关报告了这个好
消息！”在南京审计大学审计专业硕士国际
班就读的利比里亚留学生唐林激动不已。
　　习近平主席7 月4 日给南京审计大学
审计专业硕士国际班的留学生回信，鼓励
他们为深化国家间友谊与合作积极贡献
力量。
　　前不久，唐林和同学们前往河南省兰
考县实地走访，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斗风
沙、治水患的故事令大家深受感动。来自
18 个国家的37 名留学生决定写一封信给
习近平主席，讲述在华学习深造的体会，
表示将永不忘记在中国的经历，永远珍藏
与中国的感情，努力做增进中国与所在国
家友谊的使者。
　　“通过课堂学习和实地走访，我们提
升了专业素养，深化了对中国的审计制
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
认识，习近平主席为我们学有所获感到高
兴。”唐林的同学也是同事邓西陆由衷感
慨，在兰考，看到老百姓脸上的笑容，看
到焦裕禄种下的泡桐，了解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国人民改善生态、战胜贫困的故事，
他们深受鼓舞。
　　“希望你们与中国同行加强交流、互学
互鉴，通过审计这个窗口了解中国、读懂中
国，为深化国家间友谊与合作积极贡献力
量。”习近平主席的回信情真意切，令来自
所罗门群岛中央银行的杜比达深切感受到
中国领导人对加强国际人文交流的关切，
也明白了留学中国的重要意义。
　　杜比达介绍说，他的硕士论文参考了
中国在环境审计方面的做法，他会在中国
学习期间多积累这方面的经验，毕业回国
后应用于实际工作。
　　回信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一直很
重视发挥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经过多年探索，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审计制度，初步形成了集中统一、全面覆
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
　　来自马拉维的莫浪感触很深：“中国的
大数据审计技术令我印象深刻，中国的扶
贫审计、跟踪审计等做法非常先进，这些宝
贵经验我要带回马拉维审计署。”
　　“中国的经验值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马拉维留学
生吴娜说，“我们要努力学习研究，根据各国国情，因地制宜地
推广中国的好做法。”
　　南京审计大学审计专业硕士国际班于2016 年设立，为发展
中国家培养审计硕士研究生。截至2023 年 6 月，已累计为76 个“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审计机关培养了280余名专业人才。
　　“习近平主席对我们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非常关心，我和同
事们一定好好珍惜在中国的学习机会，把在这里的所学所获带
回去，造福我们的人民，做中国与利比里亚审计交流的友好使
者。”邓西陆说。   （新华社南京7月6日电 记者 陈席元）

努
力
做
增
进
国
家
间
友
谊
的
使
者

回
访
给
习
近
平
主
席
写
信
的
南
京
审
计
大
学
审
计
专
业
硕
士
国
际
班
留
学
生

  ┬新华社发
  当地时间7月6 日上午，中国海
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在西太平洋
某海域开展全要素、全流程海空立体
医疗救护演练。这是舰载直升机离舰
前出。

上半年中欧班列

发送货物同比增长30%
  据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 樊曦）记者6日从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 1 至 6 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8641 列，发送货物93 . 6 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16%、 30%。截至
目前，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超过7 . 3 万列，发送货物690 万标
箱，通达欧洲25个国家216个城市。
　　国铁集团货运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中欧班列跨境运输
需求旺盛，开行数量强劲增长。国铁集团积极推动中欧班列高质
量发展，有力保障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畅通国内国
际双循环、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注入了强劲动能。

“和平方舟”号

医院船在西太平洋

开展救护演练

  （上接第一版）“一开始没觉得土豆育种
难，越不懂胆子越大。”梁希森说。
  一般来说，基因组倍数越高，杂交育种就
越难。与玉米、水稻等二倍体作物不同，传统
的栽培马铃薯是四倍体作物，就是有四套基因
组，其杂交后代性状分离严重，很难实现性状
的稳定遗传，因此育种难度大，周期也较长。
  “两年多投入了几百万元，没成功。之后就停
了大半年，大学生们都走了。”梁希森说。
  碰壁后也有收获。梁希森意识到，只靠花
钱什么也搞不出来，必须要找专家带着团队才
能干出名堂。
  2007 年，希森集团收购了专门从事脱毒马
铃薯育种的北京中联宏业马铃薯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马铃薯育种专家孙慧生及团队加盟，并
有1000 多份种质资源归属希森集团。这一年，
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也落户希森
集团。
  “有孙慧生教授这个‘领头羊’的带领，
有种质资源的基础，育种逐步走上了正轨，一
批育种人才也成长了起来。”梁希森说，孔海
明、崔长磊都是孙教授的徒弟，现在都是育种
的骨干，整个集团搞常规育种的研究人员就有
近60 人。集团还和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增强
育种力量。
  崔长磊是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遗
传与育种室主任，今年开始主要负责大田育种。
微型薯种到大田，品种选育才算正式开始。
  大田植株多，对地上植株部分第一年不进
行评价，而是将收获后的土豆进行筛选，性状
优良的下一年接着种下去。这样往往是淘汰的
多，留下的少。之后每年加入一些新材料，持
续进行筛选，直到产生优质稳定的品系。
  “一般来说，马铃薯育种是十万里挑一，种十
万株马铃薯才能选育一个理想的品种，时间正常
也得十年以上。”崔长磊说，大田育种要求管护手
段很精细，温度、水分稍微一变化，种子的生长就
会受到影响。育种人员必须要有很强的责任心，
不然容易造成标记混乱或材料丢失。
  他记得，虽然“希森6号”大田育种前几年表
现不错，但混在十几份材料里并不突出。在育种
人员的精心照护下，又种了三四年，产量越来越
高。最终历经11 年，“希森6 号”才从3 万多粒种
子中培育而成，并于2017 年、2018 年分别以亩产
9 . 38 吨、9 . 58 吨的产量，两次刷新世界马铃薯单
产纪录。
  “新品种选育的过程、时间，是钱买不来的。”
孔海明说。
  自2011 年推出首个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希

森3号”以来，希森集团现在已有包括“希森6号”
在内的11 个马铃薯品种通过品种审定和国家农
作物品种登记，被大面积推广，同时还储备有一
批待登记推广的马铃薯新品系。
  有好种子，才有收益。
  “‘希森6 号’推向市场后，我们才开始
盈利。育种二十多年，最难的时候只能卖房
子，我也由富翁变成了‘负翁’。也想过放
弃，但资金投进去了，下马是死路一条，往前
走还有点希望。”梁希森说，育出好品种就是
成绩，这二十多年没白干。

“没有脱毒种薯，有好品种也难高产”

初心——— 让农户用上优质种薯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七台镇，
705 座温网室大棚整齐排列，这里是希森集团的
良种繁育基地。
  作为国内首家实现“育繁推”一体化的马铃
薯企业，希森集团90%的种薯在这里繁育。
  与小麦等作物不同，目前实际生产中，马铃
薯还不能做到直接以种子播种，主要是靠块茎进
行无性繁殖。但如此易受病毒感染，只有进行脱
毒，才能恢复其优良特性，实现高产稳产。
  “马铃薯产量高不高，关键看脱毒种薯。
如果说优良品种是马铃薯的‘芯片’，那么脱
毒种薯就是马铃薯的‘电源’，没有它，有好
品种也难高产。”内蒙古希森马铃薯种业有限
公司组培中心总经理黄兆文说，内蒙古海拔
高，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雨热同季，病虫
害少，种薯感染病毒的几率小。
  在马铃薯组培中心无菌接种室内，工作人员
将脱毒培养苗茎切断进行扩繁后，再把脱毒苗培
育在大棚里，生长出鹌鹑蛋大小的马铃薯原原
种，然后原原种播种产生原种，原种种植收获的
才是可以销售给种植户的一级种薯。这是希森集
团马铃薯脱毒种薯的三级繁育体系。
  作为马铃薯种植大国，此前我国马铃薯单
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与马铃薯种植强国差
距较大。“除了品种的原因，脱毒种薯普及率
低也是关键原因。”梁希森说，但换个角度
看，马铃薯在中国增产空间很大。尤其是内蒙
古自治区、甘肃省、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
这5 个马铃薯主产地，每年马铃薯种植面积在
4000 万亩左右，占全国总种植面积的一半，更
是可以大有作为，未来有望成为5 个新的产粮
大省。
  一般来说，马铃薯每亩地需要350— 400 斤
种薯，一斤种薯两三元钱，再加上其他成本，平均

每亩地的成本就在3000 元左右。因此很多种植户
不购买脱毒种薯，而是直接将自己种的土豆留到
第二年育苗后再种植。马铃薯耐瘠薄，对生长环
境要求不高，很多种植户不重视马铃薯的管护，
种上就不管了，马铃薯的产量和质量都受影响。
  “以‘希森 6 号’为代表的良种种薯普及推
广，能让老百姓算出账来。市场上‘希森6 号’的
商品薯每斤售价要高出其他品种0 . 1-0 . 15 元，种
植户每亩至少增收1000 元。”梁希森说，要让更多
的种植户都能用上优质高产的“希森”种薯。
  今年春节期间，一位种植户给希森集团总经
理胡柏耿发来消息：“太开心了，种地种了那么多
年，从来没挣过这么多钱。”
  “他去年种的‘希森’种薯，每亩产出4吨多，
拉到周边集市上卖，2 块钱一斤，收益比原来自
己留种要高不少。慢慢地，种植户会更愿意用种
薯。”胡柏耿说。
  为加大优质脱毒种薯繁育力度，保障市场供
给，希森集团总投入的80%左右投在了内蒙古自
治区的基地：流转7万多亩农田用于原种和种薯
的种植，支付承包费用的同时，雇大量农户进行
管护。原原种的繁育则是派发订单给农户，公司
提供种薯和技术指导，农户负责日常管护，种子
收获后，再由公司收购。
  “事非经过不知难。”虽然种薯繁育地理
条件较好，但其间一些突发灾害的影响，给一
直往里投钱的希森集团以巨大打击。
  2010 年秋，商都县希森集团大田种薯繁育
基地，马铃薯进入收获季节却遭遇连续雨雪天
气，气温骤降， 10 多万亩种薯一半烂在了地
里；2012 年冬，北京延庆突降暴雪，大片恒温
棚被压垮，3000 多万株薯苗死亡，直接经济损
失6000多万元。
  挫折没有压垮育种人。梁希森用卖家产的钱
继续投入，在繁育基地整理土地、打井、架电、配
备机械设备，改善种植条件……
  目前，商都基地年可繁育脱毒苗1 . 5 亿株，
生产脱毒原原种4 亿粒，加上山东、北京两个基
地，希森集团年可生产原原种8 亿粒，能满足全
国马铃薯种植面积三分之一的用种需求。
  “现在国内市场基本上已由‘洋种子’独大，
变成了国产种子与它们PK。”梁希森说，今年“希
森6 号”既成功入选《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
目录（2023 年）》成长型品种，又被农业农村部推
介为2023年农业主导品种。
  “希森”种薯的推广面积，尤其是在5个马铃
薯主产省的推广面积越来越大，已累计超过1500
万亩，其中在内蒙古自治区已累计推广种植近
1000万亩。

  希森集团请专家对5 个马铃薯主产省的生
产状况进行了评估，对存在问题进行针对性改
善。如引入大量喷灌设备，解决内蒙古自治区种
植基地几十万亩地的缺水问题，针对不同地区气
候条件配套不同的设施和种植技术。南方梅雨季
节可能出现晚疫病流行，就提前配备好预防性药
物指导种植户及时施用。
  希森集团在全国共有190 多位经销商，在20
多个省（区、市）累计推广种植3150 万亩，同时种
薯还出口法国、英国、哈萨克斯坦等6个国家。

“把土豆吃法搞透，育种才能更有的放矢”

全链条——— 独具一格的育种模式

　　马铃薯曲奇、马铃薯面条、马铃薯麻花、马铃
薯全粉……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展
台上，摆着各式各样的马铃薯制品。
  与大多数育种企业不同，希森集团在育种、
繁育的同时，还主动搞起了加工。
  在商都县，希森集团建设了生产线，进行马
铃薯全粉、马铃薯干片生产，加工出一批马铃薯
产品，直销京津冀及乐陵周边县市的上千家
超市。
  看起来有些“不务正业”，里面有什么门道？
  “育种，不能关起门来搞，要紧跟市场看需
求。”梁希森说，“把马铃薯用途开发好，育种才能
更有的放矢。”
  同其他粮食作物一样，随着产量变动，马铃
薯也面临着价格波动较大的现实情况。
  希森集团请专家组团到5 个马铃薯主产地
调研，发现“希森”系列品种在这些地方推广以
来，平均比对照品种增产15% 以上，多的能达到
25% 以上，相当于每亩增长上千斤的产量。如果
“希森”优质种薯普及率大幅提升，“再造5 个产
粮大省”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但如果 5 个马铃薯主产省马铃薯种植亩数
多了，单产也提高了，集中上市后只靠鲜食消纳
不了，种植户卖不上钱，就会造成丰产不丰收。
  怎么办？
  “只有千方百计搞加工，才能解决这个问
题。”梁希森认为。
  长期以来，我国马铃薯以鲜食为主，占马铃
薯消费量的6成以上，而加工消费仅占8%。农业
领域，由后端加工增值赋能带动前端品种繁育、
种植，是公认比较可行的办法。
  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李
学洋告诉记者：“马铃薯的用途不容小觑。在
粮食储备领域，马铃薯加工成全粉，可以贮存
15— 20 年不变质，更适合作为后备粮食维系粮

食供给。很多国家军队吃的压缩饼干、航天员
在太空中吃的食物，也都是由马铃薯制成。同
时，马铃薯富含膳食纤维、脂肪含量低，在高端
食品领域大有作为。”
　　但价格较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马铃
薯全粉 1 吨要 1 万多元，贵的时候能到 1 . 7 万
元，是面粉价格的三四倍，添加全粉后的产品
价格难免会贵一些，直接影响全粉的推广。
  “我把用了10 年的全粉生产线卖了，今年
打算生产一种全新的主食——— 生浆馒头。”梁
希森说，生浆馒头就是直接将鲜马铃薯清洗去
皮后打成生浆，然后跟面粉按照1：1的比例混
合制作而成。由于马铃薯含水量高，整个制作
过程基本不用水。这样的制作工艺下，生产成
本和销售价格同步下降了不少。
  目前，生浆馒头在乐陵的一条生产线已开
始试生产，在商都县的三条生产线也即将
投产。
  “以前，种植户是把个头大、薯形好的马
铃薯卖掉，个头小的就直接丢掉。现在这些个
头小的马铃薯可以送到加工厂，增加一部分收
益。”梁希森说。
  但并不是所有马铃薯都适合做成主食，要
看品种。“具有淀粉和干物质含量高、还原糖
含量低、表皮光滑等特征的品种才适合机械化
加工。”孔海明说，市场上的加工需求，也提
示希森集团在前端育种时，把适合加工作为品
种选育方向。
　　事实上，这也对育种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尝试航天育种的同时，希森集团打算开
始进行分子育种，根据市场需求育出更适用品
种，同时对原有优质品种进行改良。
  以“希森6号”为例，它作为国内少见的加工
鲜食兼用的马铃薯品种，个头大，干物质含量达
到24%，还原糖0 . 14%，适合加工成主粮产品。但
它并不是完美的，而进一步改良它，单纯依靠传
统育种方式很难做到。
  “这两年，我们一直在和一位专门做马铃薯
分子育种的专家沟通，准备把他引进过来。这位
专家提出要组一支百人的分子育种团队，人不够
就再花力气招。”梁希森说，虽然还需要一笔不小
的投入，但只要能育出一粒好种子，就值得。“这
些年国家对育种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我干育种是
越来越有信心。”
　　采访时，这位68 岁的育种人，几次静静注视
办公室里那幅马铃薯画——— 绿色枝蔓铺满薯田，
白色花朵点缀其间，黄色土豆正在大地里生长。
这就像梁希森10 岁时的夙愿，正在一步步生长
并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