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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生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2 日电（记者王
优玲、何宗渝）竞技职业选手、无人机驾
驶员、宠物摄影师……越来越多的新兴
职业正在受到人们青睐，为就业图景注
入新活力。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
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我国城镇新增就
业目标有望提前超额完成，城镇登记失
业率、城镇调查失业率预期低于控制目
标。新增就业目标提前实现，哪些行业最
“潮”、最具“蓄水”能力？

数据看点：新增就业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

刘立伟是一名电工，他和同事 9 月 4
日来到四川成都金牛区人才交流服务中
心申领职工技能提升补贴。

“经过技能提升培训，我考取了电工
三级职业资格证书。”刘立伟说，大力开展
技能培训，对失业人员和需要提高的技能
人员非常有帮助。

国家提出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各地多措并举稳定了各地高校毕业生、
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和困难群
体的就业情况，高技能人才短缺的结构
性矛盾也在破题之中。

今年以来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劳动力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 0 9 7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99 . 7%。9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 . 2%，低于 5 . 5% 的预期控制目标。

高校毕业生就业稳中向好。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
说，2019 届高校毕业生目前就业水平与
往年基本持平，1 至 9 月份就业困难人
员实现就业 133 万人，已经完成全年
130 万人的目标任务。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
张毅说，今年以来，多项稳就业政策举措
陆续出台，确保了重点人群就业稳定。外
来农业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在春节后持
续保持稳定，各月失业率均低于全国整
体水平。三季度末，外出农村劳动力达到
18336 万人，同比增加 201 万人，外出农
村劳动力收入也保持稳定增长。

形势盘点：科技发展和消

费升级擘画职业新图景

或翻山越岭，或沙漠徒步，宠物摄影师张天航用镜头记录下
了许多温情的宠物故事。“宠物拍得不够好？可能是你跪得不够
快。”他在自己的实名微博里调侃道。

从英国留学回国后，张天航成为国内第一名专业犬类摄影
师，中国城镇宠物犬猫数量巨大，中国人对宠物的热爱，为他的
职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随着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用户需求的细分催生了新的职
业机会；我国海量市场和巨大经济体量，也足够支撑人们去尝试
更多职业选择的可能性。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日益发展，涌现了许多与
此相关的职业需求，新职业在稳定经济增长与吸纳就业上发挥
着新作用。今年 4 月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了
13 个新职业，包括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物联网工程技术人
员、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化管理师、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电子竞技运营师、电子竞技员、无人机驾
驶员、农业经理人、物联网安装调试员、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
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数字经
济领域就业岗位为 1 . 91 亿个，增速大大高于同期全国总就业
规模增速。

美团点评与 21 世纪经济研究院、智联招聘联合撰写的
《2019 年生活服务业新职业人群报告》中，列举多个生活服务类
的新就业形态，如密室剧本设计师、宠物摄影师、非遗菜系传承
人、外卖运营规划师、旅拍策划师、收纳师、STEM 创客指导师
等。很多生活达人把趣味、爱好变成职业，收获财富和尊重。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说，随着产业的
转型升级，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增长，就业增量的提
高和就业质量的改善都有了巨大的空间和潜力。要多措并举、上
下合力充分促进就业增长，发挥好就业的经济发展压舱石作用。

记者评点：多管齐下稳定扩大就业

就业是“六稳”之首，是民生之首，不容许任何闪失。
就业之稳，来源于经济发展对就业的拉动能力不断增强；稳

定的就业，则有力支撑了经济发展基本面，保障和改善了民生。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经济政策

层面，各地区、各部门不断推出利好政策，为实现更高质量、更加
充分的就业“扬帆聚力”。

就业保障是一项长久的工作。我国是世界上人口和劳动力
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解决就业问题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需要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积极担当、主动作为。

在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的同时，不能忽视就业形势的严峻
性、复杂性。部分高校毕业生、一些大龄低技能劳动者因与市场需
求不匹配，造成供求错位，成为就业难的主要群体；部分企业发生
技工、熟练工和新型人才短缺的现象；结构调整对中低端产业的就
业人员产生挤出效应，使部分岗位人员失业风险和就业压力增大。

经济转型往往伴随人才生态链的重构。我国经济结构和产
业结构正在转型升级，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吸纳就业的能力
越来越强。相关部门应当具备前瞻眼光，顺应新兴产业发展趋
势，根据形势变化有针对性地把各项促进就业政策措施压紧压
实，确保完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业目标任务，在稳定就业局
势基础上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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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季 度 经 济·数 据 看 潜 力

新华社长沙 10 月 22 日电（记者周勉）被袁隆平看作突破
亩产 1200公斤“天花板”关键的第三代杂交水稻，21日至 22日
在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清竹村以首次公开测产方式全面亮相。

尽管亩产 1046 . 3 公斤并不是产量新纪录，但第三代杂
交水稻潜能巨大。

“以我们目前掌握的技术来说，第三代杂交水稻的亩产达
到 1200 公斤甚至 1300 公斤，不是难事。”湖南杂交水稻研究
中心科研处处长赵炳然说。

“茫茫稻海”里的相遇不再靠运气

此前，我国杂交水稻采用的主要育种技术，均由袁隆平及
其团队研发。第一代是以细胞质雄性不育系为遗传工具的“三
系法”，这一方法育出的品种具有稳定育性，但育种所需的恢
复系、保持系材料难以获得，导致配组受到极大限制。第二代
是以光温敏核不育系为遗传工具的“二系法”，配组自由较第
一代大大提高，但非常容易受生长环境和气候的影响。

“第三代技术是以遗传工程雄性不育系为遗传工具的。可
以说，它让杂交水稻实现了真正‘婚姻自由’。”湖南杂交水稻
研究中心研究员、第三代杂交水稻项目主持人李新奇用了一
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对此进行解释：

利用第一代技术培育出一个优秀的杂交水稻新品种，就

好像在成千上万个水稻材料中，只有 A 和 B 才适合“结婚”，
而 B 还藏在“茫茫稻海”里，若要相遇，不仅需要耗费很大的
精力，还需要很多运气。到了第二代技术，A 可以和其他所有
水稻“结婚”，虽然选择面大大提高，但不能保证后代的优良。
而第三代技术，不再是只为 A 服务，它让所有的水稻，在理论
上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并产生优良后代。

袁隆平曾在多个场合表示，第三代杂交水稻不仅兼有三
系不育系育性稳定和两系不育系配组自由的优点，同时还克
服了三系不育系配组受限，两系不育系可能因天气原因导致
制种失败和繁殖产量低的缺点，在任何地区任何时候都是稳
定不育的，且制种和繁殖都非常简便。

改掉坏毛病，做个“好孩子”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对自己“孩子”的性格十分了解，
一直想方设法治疗它们的“先天缺陷”。如果以老百姓的标准
来衡量，前两代杂交水稻最大的毛病就是“贪吃”和“傲娇”：喜
欢大肥大水，一旦“供食”不足则产量平平；对生态环境和种植
技术“挑剔”，导致普通农民“驾驭”不了，靠“专家种田”获得的
高产，难以全面从试验田走向农民粮仓。

第三代杂交水稻终于改掉了这两个坏毛病。衡南县农业农
村局干部、清竹村基地项目负责人甘宗恒告诉记者，清竹村当地
的种植环境并不特别，海拔不到百米，他们也没有对田里的水稻
过分精耕细作，不管是播种移栽、田间管理还是病虫害防治，使
用的技术和投入的精力与普通农民正常种植差别并不大。

“和我之前种田可以说一模一样。”当地农民陈太佳是种

了十多年水稻的“老把式”，这次全程参与了测产水稻的种
植。他告诉记者，以施肥为例，施的都是常见的氮磷钾肥，
“饭量”也和普通水稻每亩 40 公斤差不多，分蘖、扬花和灌
浆这些水稻生长的不同关键时期都不需要“特殊照顾”。

“拨快”生长期的前进键

“这次测产结果可以说令人振奋。”赵炳然介绍，除了试
验点的土壤、海拔和气候等环境都不是事前精心选择的“良
态”，而是接近于大部分普通农田外，这次测产的组合为晚
稻，与前两代杂交水稻测产基本上以中稻为主相比，生长期
缩短了 1 个多月。

“第三代杂交水稻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缩短生长期
的同时又保持了较高的产量。”专家测产组成员、中国水稻
所副所长钱前表示，过去我国一些高产杂交水稻品种，从播
种到收割，需要 160 天甚至 180 天，而这次测产组合只花了
125 天左右。“生长期缩短最大的好处，就是减少了农药化
肥等投入品的使用，节约了资源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钱
前认为，如果从单日产量来看，这次接受测产的 G3-1S/亲
19 表现“十分突出”。

缩短农民的生产田和科学家的试验田之间的产量差
距，是能否得到广泛推广的关键因素之一。“我国目前水稻
平均亩产在 500 公斤左右，普通农民在一般条件下种植一
些优秀的第二代杂交水稻品种可以达到 600 到 700 公斤的
亩产，但在同样种植条件和环境下，第三代杂交水稻的亩产
可以达到 800 公斤。”李新奇说。

第三代杂交稻：真正实现了“婚姻自由”
袁隆平让自己的“孩子”改掉坏毛病，不再“贪吃傲娇”

21 日，第三代杂交水稻在湖南
衡阳市衡南县进行了首次公开测
产。22 日，专家测产组还到位于湘
潭和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另外
两处试验田进行了观摩。因为年事
已高，“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没有
前往距离长沙 200 公里的测产现
场，而是留在长沙等待大家过来观
摩和参加测产评议会。

观摩定于 22 日 10 点 45 分开
始，可是到了 10 点多，大家却发现
袁隆平并不在家。原来，22 日是夫
人邓则的生日，因为这几天总想着
测产观摩的事，袁隆平把这事儿给
忘了，直到这天早上才想起。于是他
没告诉任何人，带着夫人一早出门
买礼物去了。

“夫人和‘孩子’都很重要！”接
连参加了一个多小时的现场观摩和
测产评议会后，90 岁的袁隆平已经
十分疲惫，但他还是以这样幽默的
开场白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简短
采访。

袁隆平口中的“孩子”当然是指
自己心心念念的第三代杂交水稻，
他首先对这次测产发表了自己的
看法。

“这次衡南县的测产，虽然亩产
只有 1046 . 3 公斤，但第三代杂交水
稻的潜力很大，优势很强，如果配合
好一点的栽培技术，1200 公斤完全
没问题！当然还要等通过国家的品种
审定后才能进行推广。”袁隆平说。

“您今年已经 90 岁，为什么还
愿意担任这个职务？”记者向他问起
关于 10 月 14 日出任第三代杂交水
稻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一事，袁隆
平笑着回答说：“这说明我的脑瓜子
还没有糊涂，还没有痴呆。”

“今后我更没有时间变老了！每
公顷 18 吨的目标今年应该就能实
现。我还希望自己能够在 2021 年实
现每公顷 20 吨（折合每亩约 1340 公斤）的目标，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袁隆平表示，自己将在“中国人的饭碗要
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的事业中引领粮食产业的进步，为我
国和世界粮食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记者周勉）新华社长沙 10 月 22 日

新华社长沙 10 月 22 日电（记者周勉）由“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团队研发的第三代杂交水稻 10 月 21 日至 22 日首次
公开测产。经测产专家组评定，最终亩产为 1046 . 3 公斤。

本次测产由湖南省农学会组织中国农业科学院、福建省
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江西农业大学、湖北省农业科
学院、湖南农业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湖南
省水稻研究所等单位专家实施。测产田块位于湖南省衡阳市
衡南县云集镇清竹村，以福建农业科学院谢华安院士领衔的
专家测产组还观摩了位于湖南省湘潭市和长沙市两处试验田
的另外两个组合。

21 日下午 4 点，专家测产组对云集镇示范的新组合 G3

-1S/亲 19 进行机械化收割测产，并于 22 日 12 点左右公布
了测产结果。第 1 丘实收面积 468 . 48 平方米，实收毛谷
882 . 8 公斤；第 2 丘实收面积 711 . 52 平方米，实收毛谷
1363 . 0 公斤。按照标准含水量 13 . 5% 折算，分别折合亩产
1034 . 4 公斤、1058 . 3 公斤，平均亩产 1046 . 3 公斤。

结合另外两处未测产的试验田观摩结果，专家测产组还
认为，这次三个组合均表现出株型优良、茎秆粗壮、耐肥抗倒、
穗大粒多、籽粒充实饱满、不早衰等特点。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表示，第三代杂交水稻的综合优
势，可以推动我国的水稻生产向更加优质、高产、绿色和可持
续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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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代 杂 交 水 稻

首 次 公 开 测 产
1046 . 3 公斤！

金秋十月，有着“天下第一粮仓”之称的吉林省榆树市进
入秋收季节。在土桥镇皮信村小乡屯，80 岁的杨春山饭后在
村里遛弯，大儿子杨德贵这几天准备去上海继续打工，而孙子
杨亮正在地里忙着收苞米。

从要志气不吃返销粮的爷爷辈杨春山，到为增加收入闯
出去打工的儿子辈杨德贵，再到扎根黑土地专心搞农业的孙
子辈杨亮，杨家三代人的奋斗经历，生动勾勒出这片黑土上农
业生产的变化和时代的进步。

“我们要志气，不吃返销粮”

走进小乡屯，平坦的水泥路交错延伸，一栋栋二层楼房整
齐排列。远处的大田里，玉米泛着金黄，大型收割机来来回回
忙个不停。很难想象，这里曾是当地有名的穷村。

“老牛破车疙瘩套、两头毛驴没草料，花钱靠贷款，吃粮
靠返销”，是 20世纪 60 年代小乡屯的真实写照。“七沟八梁
一面坡”的地势，水灾泛滥，那时屯里粮食亩产只有 6 5
公斤。

回想起当年的贫穷，80 岁的杨春山依然记得清楚。他说，
外村人都管我们屯的人叫“五保户”，那时我们就想，凭啥不能
自己好好干，“我们要志气，不吃返销粮”。

1962 年在全屯唯一女党员齐殿云的带领下，全屯人决定
改土造田，摆脱贫穷面貌。大家肩挑手拎，开壕挖渠，改水造
田，发展生产。

短短几年，小乡屯逐渐山坡有梯田、荒野变平原，不仅养
活了自己，还每年为国家贡献粮食。从此，小乡屯的名字也传

遍各地，成为“艰苦奋斗”的代名词。
杨春山经常怀念起过去的时光。正是靠着大家伙一起艰

苦奋斗，小乡屯才有了来之不易的今天。聊起现在的生活，身
板依然硬朗的杨春山说，日子好了，干农活也不那么累，但奋
斗的劲儿丢不得。

“打工种地两不误，收入增一倍”

这些年，随着土地规模化经营扩大、农业机械化水平提
高，皮信村的农业生产效率水涨船高，大量劳动力从黑土地解
放出来。2001 年以来，小乡屯开始向外输出劳务人员。在北上
广等城市的建筑、餐饮行业，都有小乡屯村民的身影。杨春山
的大儿子杨德贵也是其中一员。

国庆前后，杨德贵回到小乡屯的家里，与家人短暂团聚。
随着秋收接近尾声，他也收拾行囊准备跟着工程队去上海继
续打工。

前些年，杨德贵春耕和秋收都要回家干农活，一年下来工
地和家两头跑。现在，土地交给儿子种，杨德贵得以安心在外
打工，每年只在春节期间才回家。他说，土地规模化经营后，农
机也越来越齐全，种地特别省事。

多年来，杨德贵转战北京的各大建筑工地，一个个地铁
站，一栋栋高楼大厦都曾有过他和工友奋斗的身影。见证了城
市的发展，家里也多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他说，一年能攒下将
近 5 万元。

“趁自己身体还行，在外面多奋斗几年，多攒点钱。”杨德
贵说，现在打工种地都不耽误，收入比以前种地多一倍，生活

越来越好。
如今的皮信村，通过土地流转、发展畜牧业、林果业、劳

务输出等，致富路越走越宽，去年人均年收入超过
17000 元。

“现代农业大有可为”

这几天，杨春山的孙子杨亮正在地里忙着秋收。自家和
流转的 8 垧（公顷）耕地，都由他一个人耕种。“从种到收全
是机械化，种地轻松多了。”杨亮说。

三十出头的杨亮算是屯上庄稼地里的年轻人。早些年，
杨亮也曾外出打工，但由于离家远等原因，后来决定回家
种地。

这几年，杨亮挣了钱便添置农机，播种机、拖拉机、收割
机，陆续配齐。在杨亮家的玉米地里，玉米收割后，收割机直
接将秸秆打碎铺在地表，秸秆像一层棉被盖在土地上。这不
仅能提高土壤有机质，还能保墒、抗风蚀。

“过去爷爷为了种地挖壕沟、修水渠，靠着一股子干劲
儿。现在有农机，有灌溉设施，还有科学种田，再加上有干劲
儿，收入可比打工强多了。”杨亮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今年 8
垧地算下来能挣十几万元。

说起下一步打算，杨亮语气很坚定，再攒些钱多流转些
土地，扩大种植规模。“将来还想搞绿色有机种植，自己加工
粮食，打品牌，不断提高种粮收益。”

（记者宗巍、薛钦峰）
新华社长春 10 月 22 日电

当年爷爷要志气 如今孙子要品牌
“天下第一粮仓”三代人的“农业经”

▲ 10 月 22 日，袁隆平（右二）与测产专家组考察位于长沙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试验示范田。
新华社记者陈泽国摄

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

增就业 1097 万人，完成全

年目标的 9 9 . 7% 。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日益

发展，涌现了许多相关职

业需求，新职业在稳定经

济增长与吸纳就业上发挥

着新作用

今日关注·袁隆平第三代杂交水稻测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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