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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资源圃可保存2000份果
梅杨梅资源

梅花盛放期，在南京农业大学白马教学科
研基地的国家果梅杨梅种质资源圃，20多名
南农学子正在对梅花进行人工授粉。“我们把
雄蕊去掉，只留下雌蕊，然后再给雌蕊授粉，
这是我们近期正在开展的一项重要研究。”一
名学生说。

实验室内一个个盛满梅子的罐子，是该团
队学生正在进行的一项重要实验——研究什
么样的梅子做出的青梅酒最好喝。

“我们现在有两个田间资源圃，一个在白
马基地这边，主要以果梅为主。另一个在苏
州东山，主要以杨梅为主。”高志红介绍，上世
纪80年代，南京农业大学成立果梅团队，开始
从事果梅种质资源的收集、引进、保存、鉴定
等工作。

“我们资源收集的数量逐年增加，保存了
500多份果梅杨梅品种资源。经过两期的改
扩建以后，现在资源圃可以最大保存2000份
资源。”高志红介绍。

揭秘梅的传播路径
除了田间保存能力，该团队还打造了一个

资源分析鉴定平台，对梅进行鉴定，并为梅的
传播路径提供了新的见解。

梅是典型的核果类果树，原产于我国西南
部的花果兼用树种，有着悠久的历史，种质资
源丰富，主要分布在亚热带地区。那么这些
地区的梅是如何传播到现在的栽培区域的？

“早在唐朝时期，梅子就被引入日本和韩
国，梅子的消费量非常大，并带动了东南沿海
地区梅产业的发展。”2022年，高志红教授课
题组发表研究论文，该研究对来自不同地理
分布的146份梅种质资源进行了重测序，通过
生物信息学对其遗传多样性、群体结构、基因
流和叶绿体单倍型等进行分析，发现了相对
完整的梅传播路径。

第一条传播路线是沿着长江流域系统，从
中国西南到湖南、江西、安徽，最后到江苏、浙
江和上海地区。第二条传播路线主要是沿珠
江流域体系，从中国西南到贵州荔波，再到广
东、福建、台湾地区。

“这也揭秘了梅子是如何从云贵川地区走
向当前种植区域的，为我们深入了解梅的渊
源起到了重要作用。”高志红说。

培育既开花又结果的优质梅品种
深入了解到梅的“前世今生”，高志红及其

团队在此基础上开展科学研究，结合基本数据
和多年观测资料，筛选出花果兼用的梅品种。

“具有观赏价值的叫花梅，能够生产果实
的叫果梅。如果花开得好，多数无法结出果
实，而结出果实的，又无法开出美丽的花。”
2003年，高志红及其团队开始对花果梅进行

配种，最终筛选出既能开花又能结果的优质
梅品种，并于2022年取得了品种权。

开花的梅香气逼人，结出的果实又能入药
入酒，有益健康。这样花果兼用的梅品种也
走进了乡村百姓的生活，装点了一个个美丽
的乡村庭院。

“庭院经济”让老百姓钱包鼓起来
古代人不仅吃梅、品梅、赏梅，还留下了很

多赞美梅花的诗句。近年来，高志红及其团
队围绕果梅杨梅的优质资源分享利用，进一
步帮助村民们实现增收。

在福建诏安，一个青梅产区拔地而起，高
志红及其团队持续为当地提供技术支撑；在
广东普宁，有一个以青梅为主导产业的国家
级产业园，高志红及其团队也不断为当地提
供品种支持。

走进距离白马教学科研基地20多公里处
的秦淮梅园，一眼望去，满是像粉红色云雾般
盛放的红梅。

“3月是梅花的观赏季，5月6月是梅子的
丰收季，我们对青梅进行加工，制作青梅精、
梅酒、梅花茶等各种产品，颇受消费者欢迎。”
秦淮梅园创始人陈龙云是土生土长的溧水
人，从1998年开始，他就进行梅的研究，后来
又从青梅种植大户手中收梅子。

每年，他从溧水梅农那儿收取的梅子，比
从浙江梅农手中收梅的价格低30%，主要原
因就是溧水梅农手中的梅品种参差不齐。为

了增加村民收入，陈龙云就向高志红“取经”。
在高志红的指导下，附近村民在门前屋后

种下一棵棵梅花树，既美观了自家小院，每逢
收梅的季节，他们都可以将青梅拉到陈龙云
这里卖，增加收入。“同时，随着秦淮梅园的人
气上升，附近村民还可以打造精品康养民宿，
为更多村民带去福利。”

此外，高志红还对陈龙云的青梅加工厂提
供技术帮助。她说：“梅子对人的健康有很好
的帮助，既能入药，也能作为食品食用。”

梅茶间作，打造新型种植方式
“十里梅岭，万亩梅海。”这是对眼下傅家

边梅园最确切的形容。近年来，傅家边梅园
与南京农业大学持续开展产学研合作，形成

“农科创、梅果游”的文旅理念，吸引了一大批
游客。

在傅家边梅园，记者注意到，一棵棵梅树
下种满了茶叶。原来，这是一种农业种植方式

“梅茶间作”。傅家边梅园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建立梅园时，他们发现挖了茶叶以后还会冒出
来，适合于种茶的地方，梅树长得也很好。后
期他们就采用“梅茶间作”的方式，不仅让茶叶
吸收梅花的香气，提升茶叶的品质，还能起到

“双保险”的作用，提升茶叶的抗冻害能力。
接下来，高志红计划与该梅园深化合作，

将梅花与茶进一步融合。她说：“我们希望提
取梅花的香气物质，能够制作出像茉莉花茶
一样的茶叶。”

青年强，则国家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寄语青年一代，“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
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
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
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为凝聚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强大青春力量，青春“信”念系列
短视频于2023年12月30日起正式上线。系
列短视频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中
共江苏省委网信办出品，现代快报+制作，中
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正能量网络传播专
项基金特别支持。系列短视频通过重温习近
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引导青年坚定理想信
念，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事业中，
用奋斗淬炼青春之歌，让青春绽放绚丽之花，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殷殷嘱托情，强我报国志。
2023年秋季学期开学之际，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安徽
省潜山野寨中学新考取军校的20名同学回
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收到回信，同学们
纷纷表示备受鼓舞。

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位于大别山革命老
区，国防教育特色鲜明。2023年，该校有100
多名学生报考军校，其中20名分别被9所军
校录取。这20名同学给习近平主席写信，表
达献身国防、矢志强军的信念和决心。

近期，学生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
程大学2023级新学员程彦杰和郑世杰，通过
视频汇报了他们走进军校后的学习训练生

活，决心把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努力成长
为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在野寨中学的三年是青春中最热烈的
三年，让我更加坚定了报考军校的决心。”郑
世杰还记得，高一新生的开学典礼就在9月3
日，这一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
日。他们在校园里的烈士塔下集体宣誓，重
温伟大抗战精神。这一充满仪式感的安排，
也在他的心中埋下了种子。

“从军报国一直是我的梦想。”和许多野
寨学子一样，军校也是程彦杰的心之所向。

“在我父母眼中，军人是‘坚毅’‘忠诚’的代
表。从小他们就教导我好好学习、报效祖
国。”高一刚开学，程彦杰的学习成绩不太理
想。但为了心中的军旅梦，高中三年他一直
在努力。

三年的奋斗没有辜负青春，他们如愿考取
了军校，朝实现军旅梦迈出了坚实有力的第一
步。

“收到回信，我们心潮澎湃，备受鼓舞。”
程彦杰说，习近平主席在信中的教诲就像灯
塔，为他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迈进军校、穿上军装，迎面而来的第一关
便是新训。这对于新学员来说，是挑战，也是
一次能力与决心的考验。在长距离长时间的
拉练中，他们与其他新学员并肩而行，加油鼓
劲，一路行军锤炼了体魄、战斗作风和顽强意
志。走下训练场，步入校园课堂，他们投入到
梦寐以求的军校课程学习中。在学习之余，

体能训练同样不能落下。强健的体魄、充沛
的体能是军人的必备素质，更是他们锤炼自
己、勇于突破的方向。

每一次的摸爬滚打，每一刻的专注耐心，
都是成长。在新训中，程彦杰被队里表彰为
作风纪律标兵和完成任务标兵。而在近期的
训练中，郑世杰的体能成绩突飞猛进，斩获

“进步之星”的称号。
在信中，他们告诉习近平主席，一定会保

卫好祖国，做到“强国有我”。等到从军校学
成毕业之际，正好是建军100周年。他们表
示，在接下来的军旅生涯中，将牢记回信中习
近平主席的殷殷嘱托，坚定信念、拼搏奋斗，
努力成长为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程彦杰把为国铸盾的钱七虎院士视为偶
像：“我希望能像钱七虎院士一样，为国防工
程贡献自己的力量。”郑世杰则想到了长眠于
高中母校烈士塔下的985名抗日英烈：“我希
望成为一名优秀的革命军人，接过先辈们手
中的旗帜，立于青山之巅，迎风飘扬。”

“铸牢忠诚品格，刻苦学习训练，锤炼过硬
作风，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力量。”这是程
彦杰和郑世杰的青春

“信”念，更是千千万万军
校学子的青春“信”念！
通讯员 肖力铭 谢辉 刘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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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青梅释放大活力

跟着南农教授体验“梅”好生活

安徽潜山野寨中学新考取军校学生：

把从军报国作为人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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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有一个种质资源圃，保存
果梅杨梅品种资源500多份，是国际上最丰
富的果梅杨梅种质资源圃。近年来，研发团
队不断创新科研，研发出花果兼用型梅品
种，不仅花开得好看，结出的果实也非常美
味。这些优质品种陆续走入人们的生活，既
美观又创收，让乡村的一个个小庭院散发满
满花香。近日，现代快报记者跟随南京农业
大学教授、国家果梅杨梅种质资源圃负责人
高志红，探访春日里的“梅”好生活。

实习生 靖然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李楠/文
王玉秋晨/摄

高志红介绍梅花 南京农业大学国家果梅杨梅种质资源圃

青年学子对梅花树进行人工授粉

实验室的青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