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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李伟

阳春时节，长江两岸，油
菜花金黄夺目，弥漫着沁人
心脾的幽香。如果你喜欢春
天里的油菜花海，或者你还
吃过健康的菜籽油，那么，你
一定要知道他———“油菜院
士”傅廷栋。

傅廷栋是新中国第一名
油菜遗传育种专业方向的研
究生，年过八旬，他依然围着
油菜田地转，每年从东南沿
海到长江流域、西北地区，一
路追随油菜花开的脚步。他
专注杂交油菜育种 60 余年，
带领团队培育近 60 个油菜
品种，被称为“世界杂交油菜
之父”。

“下田上瘾”

在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
华中农业大学国家油菜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记者见到了
81 岁的傅廷栋院士。一口浓
厚的南方口音，说起油菜花，研究了一辈子油菜的傅
廷栋，眼神充满喜爱。

“我们团队正在研究低芥酸油菜品种，它所含的
亚油酸等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等营养成分能
很好地被人体吸收。”傅廷栋说，他所带领的团队，一
直在跟油菜育种这个难题“较劲”。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油菜遗传育种学家和农
业教育家刘后利创立研究团队，年轻的傅廷栋成为
新中国第一名油菜遗传育种方向的研究生。这一团
队不断壮大，并吸收农机、资环、防病等多学科人才，
成为世界顶尖油菜遗传育种科研团队之一。
傅廷栋所带领的团队育成了第一批抗根肿病的

品种，推出了优质高油油菜品种。
这一团队为何能突飞猛进，在科研上也屡有突

破？傅廷栋透露了“秘诀”：搞农业的就要多下田。多
下去，就会有新的发现。

傅廷栋被学生称为“下田上瘾的人”。傅廷栋告
诉记者，如今每年油菜开花、收菜籽时还会下田，有
时候跟学生们在田里一天工作七八个小时，暑假会
带学生去甘肃等西北地区。从 1975 年到现在，几十
年如此。

“要帮农民算好账”

油菜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每年生产食
用植物油约 1000 万吨，油菜籽油占一半以上。傅廷
栋见证了我国油菜的发展历程：40 年来，油菜种植
面积增长了 3 倍、亩产量增长了 3 倍、总产量增长了
近 10 倍。

傅廷栋坦言，我国油菜产业位居世界前列，可挖
掘增长空间很大，面临的主要还是机械化和规模化
的制约问题。傅廷栋非常看重油菜产业的综合效益，
他总是站在农民角度来思考问题。

“我国长江流域的油菜成本在每公斤 4 元，而加
拿大等国的油菜成本每公斤仅 2 元，在国际市场价
格影响等因素制约下，不少农民种植油菜积极性下
降。”傅廷栋分析，如果通过调整价格补贴、推广高油
品种、建立优质油菜保护区等政策，激发农民积极
性，每年长江流域再增加 5000 万亩的冬闲田种植油
菜是可能的。

“油菜有六大功效，产油和饲料之外，还可以用
来发展蔬菜、绿肥、采蜜、观花旅游。”说起油菜，傅廷
栋有着说不完的夸奖，团队里科研人员已经从事油
菜花色研究，油菜花将不再只是黄色，让油菜花田里
增添更多的喜事。

对于如何将油菜产业效益最大化，傅廷栋团
队已在西北地区探索麦收后种油菜十几年，两个
月的秋季闲田种植，既增添了田地绿化，又让农民
每亩增收 4 吨左右的青饲料，缓解了当地畜牧业
发展中的饲料问题。这也成为油菜产业一个新的
增长点。

傅廷栋的“油菜地图”还绘到了东南沿海盐碱地
区，他甚至还在设想推广油菜种植到南海岛礁。“我
们团队正在进一步筛选蛋白质含量更高的品种，进
一步筛选更耐盐碱和耐旱的材料，开展耐盐碱特殊
机理的研究。如果成功种到南海岛礁，可为当地居民
增加新鲜蔬菜供给，又能解决食用油问题。”

一辈子，一株花，一生情

“过去穷，大家没有油吃，一个月三两到半斤油
的限额供给，后来吃油不再要油票，每月食用油量大
大提高。实际上人均每天 30 至 50 克油就足够了，我
们现在吃的油过多、浪费也多。”傅廷栋表示，食用油
发展历程，也是国富民强、公众健康意识提高的见
证。

“油菜是中国原始的品种，见证油菜的发展进
步，一直到参与改良杂交油菜，感到很高兴。”今年正
好有着 60 年党龄的傅廷栋曾担任世界油菜理事会
主席，他也被世界油菜业内称为“杂交油菜之父”，但
傅廷栋并不太喜欢之父、之母的称呼，他告诉记者，
自己更愿意被称作“杂交油菜开拓者”。

尽管仍然坚持下田，但傅廷栋却认为，自己的工
作量已经比以前减小了不少。他说，自己的心愿是培
养更多人才，培育更好的油菜品种。

本报记者耿馨宁、魏培全、安希雅

三月底的武夷山，春山浅黛，时晴时雨，十
几万亩春茶刚刚冒芽，静待采摘。52 岁的刘国
英趁采茶前的数日闲暇，举办了多场针对采摘
和制茶的培训，规模最大的一场吸引了 500多
名农人慕名而来。

以大红袍为代表的武夷岩茶是近些年中国
茶业发展的现象级产品，已蜚声海内外，刘国英
和他的科研团队是重要的推手。这从刘国英现
在的身份可见一斑：武夷山市茶业同业公会会
长、武夷山市岩上茶科所所长，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传承
人。

刘国英与大红袍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今日武夷岩
茶和刘国英的故事，要从 20 年前他到武夷山担
任科技特派员说起。

上世纪末，武夷山所在的福建省南平市创
新科技支农机制，特派科技人员到农村帮助发
展农业。作为高级农艺师的刘国英，成为武夷山
市首批科技特派员之一。当时的武夷岩茶“总量
少、规模小、总体水平还非常有限”。刘国英得出
两个原因：一是制作工艺与技术水平总体偏低，
二则在于茶叶主栽品种单一，加工设备和场地
不够，量大集中，粗制滥造。

他深入山场，潜心茶树的栽培管理与低产
茶园的改造，同时扎根茶厂，致力改良岩茶加工
技术。刘国英把研究所作为培训场所，举办各类
茶叶技术培训班，把自己多年经验总结编写成

《武夷岩茶生产加工技术教材》，免费分发给农
户和茶企。刘国英的培训班因时制宜，春茶采摘
前以茶叶初制加工技术为主题，10 月以后则以
栽培管理为主。每次办班，茶农都将教室围得水
泄不通。茶农们说：刘国英老师讲的东西实在，
操作性强，我们都听得懂。

2006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公布了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武夷岩茶(大红
袍)制作技艺名列其中，是手工技艺项目中唯一
的制茶工艺。身为武夷茶的专家，刘国英更是忙
得不亦乐乎，指导、培训、科研、策划、推介，他样

样身体力行。

张锡友与生态茶园

和刘国英一样在岩茶园里忙碌的，还有去
年派驻武夷山市永生茶业有限公司的科技特派
员张锡友。为了建设生态茶园并探索病虫害防
治的新思路，张锡友在茶园里安装了天敌友好
型 LED 灯、茶园色板、信息素诱捕器等，可以有
效控制病虫害。同时引入白僵菌、捕食螨等茶园
益虫，有效防治象甲虫，小绿叶蝉。他还在茶园
里种植了樱花、桂花、楠木等树种，既能调节茶
园微气候，又能美化环境，丰富生物多样性。在
没有突发大规模病虫害的情况下，示范基地可
以做到农药零使用。

记者见到张锡友的时候，他正在茶园里检

查春茶的生长状况，边走边随手拔除杂草。走到
跟前才看到，他的手里还拿着几根嫩笋和一小
把野葱，茶园里随处可见的野菜正好可以回家
做一碟小炒。他告诉记者，茶园里经常见到野
兔、野鸡、四脚蛇，还有白鹭、长尾雀之类的鸟类
在此栖息。

在实验茶园中，一垄垄茶树之间可见密密
麻麻刚从土里钻出来的小苗。张锡友说，他们正
在进行实验，在不同品种的茶树之间种植非洲
菊、万寿菊、紫云英等，测试花茶间种的效果。目
前，茶园里间种的是油菜花和大豆，既可以增加
收入，又是园中一景，还能作为绿肥滋养茶树，
一举多得。

在武夷山，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从事茶产业。

20 年来，科技特派员制度彻底改变了茶产业的
格局，从种植加工到旅游开发，科技的力量让一

棵棵小茶树释放出巨大的潜能。

科特派与乡村振兴

科技特派员制度发端于福建南平。1999 年
以来，南平先后下派 10 批 9483 人次科技特派
员，实现了全市 1631个建制村全覆盖。

嘉远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福建省长
富乳业的优质奶源基地。近年来，中科院上海
高等研究院、福建省农林大学、南京农大等科
研院校和南平市畜牧站、建阳区农业局、环境
监测站等各个单位派驻多名科技特派员来到
企业，建成了全封闭式牛舍、牛粪发酵牛床、智
能通风系统、智能干清粪系统、粪肥资源化利
用体系和 500 亩有机蔬菜基地等。

王宗寿是负责该农场的科技特派员之一。
在他的指导下，农场建设起了净水处理系统和
粪肥生产车间，大幅节省了生产用水，废弃物
的资源化利用又创造了二次的经济效益，全面
解决牧场的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问题，实现农
牧高效结合。

“上了新的污水回收系统之后，农场的用水
量减少了三分之一。”王宗寿向记者介绍。接下
来，他的目标是和他的团队一起，立足当地、根
植沃土，形成种养结合的生态养殖模式。“自己
的专业知识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带来实实在在
的改变，就是我工作中最大的满足。”王宗寿笑
道。

2016 年 5 月 1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
于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若干意见》，标志
着“科特派”制度由地方实践上升到国家政策。
国家科技部对南平市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陆续在部分地区展开试点，全国大部分省市已
开始开展科技特派员工作。

如今，一大批来自全国重点科研院校的专
家，已成为南平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一代科
技特派员。在南平，科技特派员制度已经形成
以全国高端专家为依托，以下派干部为主体，
以乡土人才为基础的宝塔形农村科技服务体
系。

“科特派”在行动，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
中，这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
伍被寄予厚望。

“科特派”出没在茶山上，田野间

3 月 26 日，在福建省武夷山市星村镇，首批科技特派员刘国英（前）带着学生们
在茶园内查看茶树长势。科技特派员制度发端于福建南平。 本报记者魏培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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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国记

以《一月的哀思》等诗作闻名于世的 94 岁
诗人李瑛，3 月 28 日西去，勾我想起上世纪伴
我度过精神饥渴年代的一本书：《枣林村集》。四
五十年来，工作山南海北地调动，家几次地搬，
扔书几千本都不肯弃它。直到现在还偶尔哪个
晚上取出来翻翻，然后惬意地入睡。

1973 年元月，高中毕业回村，谓之“回乡知
青”(其实根本就没离开过乡)。那时候，20 来
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之余，正是想读书、读好
书的年华。可河南清丰全县唯一的新华书店，也
就两三间门面大小，摆放的书，没有自己多想买
的。

一次偶翻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李瑛
的《枣林村集》，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这里面的
诗，与当时盛行的空洞、干嚎式的口号诗都不一
样。题材全部农村，语言明白晓畅，有的就是大
白话入诗，实实在在地叙事、状物、写人、抒情。
尤其是句式活泼，长短、韵脚都不拘泥，转折、转
韵、断句，均随作者思绪游走，行云流水，浑然天
成，全无刻意痕迹。

可当准备买下它时，喜愉之情立转傻眼：定
价 0 . 4 元。我兜里哪里有 4 毛钱啊！这 4 毛钱，
于当时的我来说，绝不亚于现在所感觉的千元
万元！我不得不把它放下，恋恋不舍离去。

之后，《枣林村集》老在我脑海里晃悠，魂牵
梦绕似的。印象上积累了两三个月，才攒够 4 毛
钱把它买回来。接下来是一遍又一遍地读，有的
反反复复读，还背下来。不但读，还完全模仿着

《枣林村集》风格语调写。
1973 年 6 月 1 日，看到割麦时，生产队马

车从地里往麦场上运麦捆，写的是：金光大道上
/叮叮当当响/走过来——— 拉麦的大车一辆辆/
车把式持鞭挺车上/眼看前方/手牵丝缰/菊花
青骡子枣红马/“咯咯”啼声脆又亮/大车上面望

一望/哟，恁高的麦捆咋装上/——— 欲戳天，正正
方/站上边/能看见，五大洲的风和雨/能瞧见，
四大洋的波和浪/大垛的麦啊车上装/大车的麦
啊拉回场/座座金山场里移/全靠咱运这丰收粮
/车把式越思越高兴/一丝笑意挂脸上/“啪”，鞭
响惊得路边树上雀儿飞/轮下生烟/一溜风/直
指俺队打麦场。

现在回看，这些东西无非属顺口溜之类，但
当时却乐此不疲。有一阵子，几乎两三天、三五
天一首，以至于几个月下来就厚厚一沓子，送高
中语文老师批改，有的还投寄给地方刊物。直到
参加 1977 年恢复的高考，企盼录取消息时还这
种语调地写：一阵阵春风吹绿了地/一场场春雨
洗蓝了天/一回回踮起脚跟望啊/云缝里可有早
归的燕……

可以说，那几年的劳动之余，比照《枣林村
集》写诗，比照广播报纸写新闻，是我主要的精
神支撑。没这两样，我都不知道怎么度过那年
月，也不知道怎么走到今天。

故此，我总是感恩《枣林村集》的陪伴。
可是，我又觉得自己无法直接向《枣林村

集》作者表达谢恩之情——— 李瑛名气太大太高
了。你看，2006 年全国文代会上，连时任国务院
总理温家宝讲话都说：“有一次，我写了一首诗，
通过范敬宜求教李瑛老师，请他不吝赐教。当
时，他问范敬宜：‘总理还知道我？’范敬宜
告诉我后，我立即给他回了一封信，说‘先生
的诗作和为人，我早已景仰，今日相识，引以
为豪’。”

幸有 2011 年上中央党校专题班的机会。
同学中有《诗刊》常务副主编李小雨，一打听，
她居然是李瑛先生的女儿。于是回家，把那本
早已变成暗黄色的《枣林村集》取出，郑重地给
李瑛老前辈写了一封信，备讲这本书对自己的
影响和情结，求老先生能在这本书上签个名。
小雨大姐说，他年龄大了，身体不太好，我试试
看。

让我惊喜的是，下一周，小雨姐不但带来老
先生签过“一片落叶。李瑛 2011 . 4 . 4”的《枣林
村集》，还附了一封两页纸的信，并有他签过名、
作家出版社新出的《河流穿过历史李瑛新时期
诗选》。

小雨姐特意说：父亲手抖 20 年了，久不写
信。连中国现代文学馆要他信札手稿都没给。

老先生谦虚地写道：“这本小书已是我整整
50 年前的习作。今天看来怕只是一片落叶了
吧……这是上世纪 60 年代初，被派往北方农村
‘四清’，驻村近两年生活所得，完全是一种探索
和尝试。过去我从没写过农村题材……我是想
描绘当时的农村、农村人物。体制要短，感情要
真，同时注意语言通俗、晓畅，甚至以谣谚入诗，
但避免顺口溜、打油腔，而要保有诗的韵味……
写完交出版社，但不久，未及付梓，‘文革’开
始……直到 1972 年初，出版社恢复了部分工
作，才得到了印刷出版。此后几年，多次再版，但
既无稿酬，也不作记录。后来经查，共印了三十
多万册”。

“今天看来使人汗颜，也发人深思”，老先生

显然对这本当年的诗集不太满意，“不是么？如
今看来，是时代的印迹太重了。但是世界上，哪
一个人不受时代的制约和历史局限……对于
它给您带来的影响，我感到愧疚。”

是的，这本书不乏《走过地主院》类作品，
也有“戳穿阶级斗争熄灭论”类句段，但相较而
言，它是那个时期内容充满生活气息、文风力
避假大空的难得好书。我们不可能要求作者是
能掐会算的诸葛孔明，前看多少年后看多少
年。只要好于当时，益于熏陶人生，也就足够。
倒是提醒各类文人多多审时度势，下笔为文尽
量接近生活真实、艺术真实。因为，真实才能正
确教养今人营养后人，虚伪只会带来误导和为
害。况“后人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兰亭序》
语)，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绝非易事。

我当时曾提出要拜见一下老先生，小雨姐
说等他身体恢复一下吧。2015 年 1 月 17 日，中
华辞赋高峰论坛和迎新春首届中华诗赋咏颂
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李瑛先生作为首席
嘉宾登台。其间我特意到他跟前自我介绍，感
谢他的信，再言《枣林村集》对我的影响。他说，
“本来小雨也要来参加的，可她身体不适”。先生
还说看到了刚出版的第 1 期《中华辞赋》登载
的我的《黄河赋》。谈话中，我明显感到他耳沉
得很——— 毕竟是 89 岁的老人了啊。

“本来小雨也要来参加的，可她身体不适”。
当时听来以为是一般的什么病症不舒服，谁知
不足 1个月后的 2 月 11 日，竟悉李小雨辞世，
年仅 64 岁，我如雷轰顶般唏嘘，忧心她给李瑛
先生带来多么大打击。

但让我感佩的是，老先生泪飞顿作倾盆
雨，以 160多行长诗《哭小雨》释放老来失女的
巨大悲伤。他呼号：谁能帮助我/将这一天从一
年中抽掉;他联想：我用树皮般苍老的手/抚摸
你平静的脸/像六十年前抚摸你/细嫩红润的
双颊；他爱恨交加：我想念你，爱你，但也恨你/
你狠心丢下你哭泣的笔和/你装满一袋子的汉
字、母语/丢下你夜半不断用小锤敲打的诗句；
他借小雨不起眼的细节，倡颂向善，教人遇重
大变故时如何珍重：小雨，对你的离去/我不愿
告诉任何人/只想告诉它们/你买来放飞的花
翅膀的小鸟/现在在哪片白云里歌唱/院子灌
木丛里的流浪猫/每天有谁来喂养/小河里你
放生的鱼/该早在哪片苇丛下长大产子/邻居
家蓝眼睛的波斯猫还会/跳过来追自己的尾巴
跳圆舞么/我想告诉它们/那双抱过、抚摸过它
们的手/带着对它们的爱远去了/在生命的摧
毁与救赎之间/在料峭春寒的倾斜的午夜远去
了/不懂人间悲喜却具有/同样尊严的生命呵/
一起珍重地好好生活吧……

这就是大诗人！诗人之大，大在言志载道，
大在德高望重，大在以文化人。我感恩李瑛先
生曾经用作品滋养我幼小心灵，感恩李瑛先生
一直用人品影响我心目中的人格追求。

李瑛先生，一路走好！

李瑛那本书，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当年买的 1972 年版《枣林村集》。 ▲ 1972 年版《枣林村集》扉页，李瑛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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