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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长春 3 月 26 日电
（记者薛钦峰）春分刚过，天气
开始转暖，土壤逐渐解冻。吉林
省梨树县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
合作社仓库里，一台台大型农
机具整齐排列，几个工人正在
维护农机，合作社理事长韩凤
香 正 招 呼 工 人 们 加 快 维 修
进度。
　　“我们正研究种植玉米新
品种、增施有机肥，提高保障粮
食生产的能力。”全国两会闭幕
后，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韩凤
香迅速返回村里，组织合作社
成员抓紧备耕生产。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
团审议时强调，“加强高标准农
田建设，切实保障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落到实处，锚定“把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上”这一目标，“黑
土粮仓”吉林更加坚定发展信
心。建设高标准农田、推进黑土
地保护工程、改造盐碱地……
吉林各地农业部门和农业经营
主体正以良田建设为抓手迅速
行动起来。
　　这段时间，韩凤香带领社
员把堆沤好的粪肥还田肥沃土
壤，为春耕做足准备。合作社成
员王军说，在秸秆覆盖还田的
基础上，再增施一些粪肥，土地
就更有劲儿了。“地力改善了，
玉米产量越来越稳，现在每公
顷 土 地 比 过 去 平 均 增 产
10%。”他说。
　　“把农田保护好，我们种粮
农民责无旁贷。”韩凤香说，“农
民越来越重视保护耕地。现在
有了好的耕作技术，我得带头
做好示范推广。大家增产增收
的信心越来越足。”
　　虽然吉林未到春耕期，但
忙碌的不只是农民。吉林多地
田间地头已是一派忙碌景象。
修缮机耕路、培肥地力、新建排
水渠，各地正迎来高标准农田
建设的高峰。这几天，长春市农
安县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
科负责人吴大海忙着到田间地
头查看施工进展，督促企业做
好复工。
　　在农安县巴吉垒镇洼中
高村地头上，挖掘机正将农田
边的沟渠挖深扩宽，清理淤
泥。工人们将清淤后的沟底垫

上石块，沟旁铺设生态护坡砖，争取在春耕前完成沟
渠修缮。吴大海说，为进一步保障粮食生产，今年农
安将建设高标准农田超过 30 万亩，目前各乡镇的
建设标段已全部复工。
　　农业专家们也在为今年的科学研究作准备。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关于“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抓好油料生
产，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的部署，让
不少扎根一线的农业科研工作者感到振奋，也深感责
任重大。作为中科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的总指挥，全
国政协委员、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
姜明最近忙得脚不沾地。
　　他与“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在吉林、黑龙江等地的
示范区和项目负责人围绕春耕计划、进度、攻关任务召
开科研和技术推广实施方案论证会，督促各示范区加
快各项技术成果推广应用，为用好养好黑土地、建设黑
土良田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总书记为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出明确要求，今
年我们将聚焦黑土地力提升、大豆高产栽培等多项技
术模式，在东北地区加大示范推广，支撑黑土地保护工
程扩面提质，助力粮食产能提升。”姜明说。
　　研究所研究员黄迎新最近在吉林西部的通榆、洮
南、镇赉等地开展调研走访。每到一个县，他与当地干
部、企业开展座谈，了解基层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需
求，并到村屯和种粮大户对接。
　　在通榆县向海蒙古族乡复兴村，种粮大户李明
一直想通过改造盐碱地提高玉米产量，但是对技术
不了解。这次黄迎新在村里调研时为他详细介绍了
改良办法，李明非常感兴趣。“我们打算在这儿建一
个示范点，帮助当地农民把盐碱地改造成良田。”黄
迎新说。
　　吉林西部是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地主要分布区之
一。作为中科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大安示范区的负
责人，黄迎新和同事扎根盐碱地，开展技术攻关，形成
了“良田+良种+良法”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这次到
各地区调研，就是把好技术推广给更多农民。”黄迎
新说。
　　田成方、林成网、渠相连、路相通的高标准农田
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吉林省把实施“千亿斤粮食”
工程建设作为粮食产能提升的重要抓手，2023 年
计划新建和改造高标准农田 216 万亩，并在全省范
围内创建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10 个，建设规模 15
万亩。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农田水利和高标准
农田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实全国两会精神，吉林省将
探索国有企业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新型建设模式，
今年在长春、东丰、长岭等市县启动第一批试点建设，
试点规模 30 万亩，为逐步扩大试点范围提供可复制
样板。”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处长赵
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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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谢锐佳、王长山、杨静

  2019 年 1 月 10 日，傣风浓郁的曼拉村
99 号院迎来了一户特殊的“居民”。
　　从这一天起，这个“小院”就发生很多令
村民感到新奇的事。

搬到田间地头

　　北倚青山、流沙河环绕的曼拉村位于云
南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遮镇，新来的“居民”
叫“云南大学多年生稻科技小院”（以下称“科
技小院”）。
　　科技小院驻扎着云南大学多年生稻团队
的师生。
　　“这些大学生不到大学里上课，整天就泡
在田里？”
　　“他们种的水稻像韭菜，割了长，长了割，
种一年能管好几年！”
　　……
　　村民们对这个“小院”发生的新鲜事感到
很好奇。
　　村民们不知道的是，“小院”里，胡凤益团
队正在掀起水稻生产的又一次革命。
　　村民们还不知道的是，“小院”里，云南大
学正在探索农学类研究生培养新模式。
　　“不是不上课，是把课堂搬到村里、田
里。”科技小院创办者、云南大学资源植物研
究院（农学院）院长胡凤益解释说，“我们采取

‘1+4+1’培养路径，即 1 个学期在校完成理
论课学习，4 个学期在科技小院开展研究实
践，最后 1 个学期完成论文并答辩毕业。”
　　多年生稻是胡凤益团队多年攻关取得的
一项科研成果，它颠覆了传统水稻“种一次割
一茬”的种收方式，一次栽种多次收获。“‘多
年生稻科技小院’的设立，就是想闯出一条研
究生培养新路，依托多年生稻科研，‘耕读教
学、实践育人’，培养一批知农爱农的创新型
农业科技人才。”胡凤益说。
　　科技小院租了曼拉村 50 亩地做试验
田，“云南大学试验站”的大红牌子立在田间
异常醒目。“‘赤脚大仙’来了！”2 月中旬，北
国还在冬末，西双版纳已到了插秧季节，科技
小院师生们正抢抓时令，忙着插秧。
　　“赤脚大仙”是科技小院日常负责人黄光
福老师的“雅号”，与大多数师生下田穿雨靴
不同的是，他喜欢赤脚下田，觉得赤脚与泥土

“亲密接触”更踏实，作业起来更方便。
　　“这其实反映了我们的学风、作风、教书
育人方式，脚踏实地，拜大地为师。”胡凤益
说，“搞农学研究，搞多年生稻研究，光有理论
知识远远不够，不敢下地怎么行，不会插秧怎
么行？”说话间，胡凤益已几步迈进水田里，手
把手教学生们插起秧来。刚入学时，跨专业的
研究生李万鹏没有下地经历，现在，插秧、割
稻、施肥、骑三轮……田间活样样很溜，成为
能带师弟师妹的“熟把式”。
　　“我们把课堂搬到农田里，就是要打破以
往‘重理论知识传授轻生产一线实践验证’的
研究生培养路径。”胡凤益说。
　　“开饭了！”插秧忙了一上午，大家摘掉草
帽，脱下雨靴，准备吃午饭。
　　“糟糕！”轮值做饭的李凌宏和李万鹏同
学，可能没预计到今天人多了一点，水放少
了，饭没焖熟。“先吃面条！”经验丰富的黄光
福马上启动“紧急预案”，边用开水下面条，边
加水继续焖米饭，化解了一场“危机”。
　　“米是我们产的多年生稻，饭是师生轮流
做。”胡凤益笑着说，“我们小院常驻 10 多位

学生、两三位导师，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
习，学生有疑惑随时请教，老师有任务随时布
置，师生协同，融学生毕业论文研究和导师科
技研发于一体，最终达到‘教学相长’的双赢
效果。”

植入“三农情怀”

　　吱呀一声，一辆三轮车停在门口，车上下
来一个卷着裤腿、头戴草帽、面色黝黑的青年
人，风风火火闯进店里，熟练地端起桌上的茶
壶倒茶，一饮而尽。
　　来者正是黄光福老师，刚下地回来。其
时，记者正在曼拉村多年生稻稻米专卖店采
访店主岩坎叫。
　　“学生、老师跟我们都很熟，他们经常到
村民家串门。”看着记者有点“吃惊”的眼神，
岩坎叫解释道。
　　去年，岩坎叫种了 100 亩科技小院研制
的多年生稻“云大 26”，管理成本低，收成不
错，米质还好。而下定决心种植，正是师生经
常到村民家串门的“成果”。有了上门师生的
持续“灌输”，岩坎叫才知道有这么一种“栽一
次割几年”的神奇水稻。
　　“我鼓励师生们与村民打成一片，用我们
的科技成果造福当地居民。习近平总书记希
望涉农高校‘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
你不与农民交朋友，不了解三农，怎么会‘爱’
农？”胡凤益说，“有了‘三农情怀’，科研才更
有方向，更有动力。”
　　记者与胡凤益在村里行走，他时不时会
停下来与老乡打招呼，聊上几句，俨然一位老
村民。
　　“厚植‘三农情怀’要融入当地。”胡凤益
说，“我们会参加村中议事会和节日活动；一
到周末，同学们还会把曼拉村的小朋友们召
集起来，做做游戏、科普知识、辅导作业……”

　　“本地米 1 斤 5 块钱，‘云大 26 ’1 斤
能多卖 1 块钱。”岩坎叫对记者说，“‘云大
26 ’软糯，很香，好多游客都成了回头客，
你看这个刚刚用微信下单。”从半信半疑到
成为“铁粉”，岩坎叫很看好多年生稻的前
景，准备在合作社推广。
　　“多年生稻第一年”……“多年生稻第
五年”，试验田里插着各式牌子，标注着各
个田块水稻的“身份”。“基地‘岁数最大’的
多年生稻已割了 8 茬，产量还基本稳定，
今年已是第五年。”胡凤益看着身旁成群翻
飞的白鹭，笑意写在脸上，“最长能割几年，
我们也不知道。”试验田一路之隔，是上千
亩多年生稻示范田。绿油油的育秧地里飘
来一股稻香，师傅正忙着往插秧机上搬运
秧苗。“到了夏天，千亩稻浪一定会很壮
观！”胡凤益满脸憧憬。
　　有着云南“美丽乡村”称号的曼拉村如
今也在搞乡村旅游，而科技小院为乡村旅
游提供了平台和载体——— 浓厚的稻作历史
文化底蕴、现代农业科技助推乡村振兴的
真实场景，正在成为吸引游客的金字招牌，
不少家长慕名而来，带孩子品味乡韵乡愁，
看看神奇的多年生稻，买点“科技米”回家
尝尝……
　　“如何让多年生稻更快推广，给更多农
户带来更大的实惠？”几年科技小院的熏
陶，“三农情怀”在硕士研究生李凌宏心中
落地生根，他带领团队奔走了云南省 12
个州市 76 个县市区，进行了 180 余次试
验示范和培训推广，以“多年生稻——— 中国
粮食安全‘新防线’”项目摘得第七届中国
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家
级金奖。如今，李凌宏继续扎在科技小院，
攻读博士学位。
　　“学了半天农，既不知农也不爱农———

‘三农’情怀缺失；老师课上讲的头头是道，
生产中半点不靠——— 课堂教学与生产实践
脱节；象牙塔里苦学四年、七年，一出校门
啥也不会———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弱……”
胡凤益说传统教学中存在的诸多痛点，通
过“多年生稻科技小院”培养模式实践，正
在逐步化解。

迎来“桃李芬芳”

　　 2 月 16 日，记者随胡凤益到离科技
小院有一个多小时车程的景洪试验站，这
里也有 10 多位师生长期驻扎。
  “我们在景洪嘎洒、元阳哈尼梯田、玉
溪元江等不同生态区都设有试验站。”胡凤
益说，“一院多点”的科技小院运行机制，师
生可以根据课题需要在不同试验点流动实
验，有利于提高科研效率。
  在有着傣族建筑风格的景洪试验站，
夜里的灯光要到 12 点以后才熄灭。“师生
们不光白天要劳动、做实验，晚上还得学
习、进行学术交流。”景洪试验站日常负责
人张石来老师说。16 日晚上，胡凤益安排
5 位同学讲解农业前沿技术，并请导师们

对讲解效果进行点评。
　　“‘三农’情怀、实践教学、创新创业、师
生协同，通过这‘四轮驱动’，我们取得了一
些成果。”胡凤益掰着指头数着科技小院的
丰硕“产出”，“已培养 5 届 42 名知农爱
农、具备创新创业能力的农科研究生，获各
种教育成果 7 项，师生协同发表 13 篇科
技论文、审定 3 个品种、发明 2 件专利，

‘赤脚大仙’黄光福获得全国优秀创新创业
导师奖，青年导师张石来获云南省技术发
明一等奖，博士后张玉娇参与设计的课程
获得云南省研究生优质课程，10 余名青年
教师获得省级青年人才专项支持……”
　　“胡老师，非常感谢您帮我教会孩子做
饭洗衣，这是我 20 多年来一直在教没有
教会的，没有后悔把孩子送到您这里……”
胡凤益说，“硕士生贺汝来的妈妈给我打电
话说着真的哭了。我们的培养是全方位的，

‘立德树人’，不仅要会做事搞科研，更要会
做人。”
　　更可喜的是，去年，胡凤益团队创制的多
年生稻研究成果入选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
学》杂志“2022 年度十大科学突破”榜单，成
为当年中国唯一入选，也是农业类唯一入选
的科学突破。中科院院士种康、钱前都对研究
成果给予高度评价：“是全球多年生粮食作物
育种的重要突破”“是我国种质资源创新利用
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突破之一”。
　　目前，师生协同创新成果多年生稻技
术已获云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多年生稻
已经培育 7 个品种，其中 3 个已获得云南
省级审定，在云南及全国南方水稻产区和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 14 个国家进行示
范，应用前景广阔。
　　“我们的教学成果也像多年生稻一样
生命力顽强，‘长势’旺盛。”胡凤益自豪地
说，“云南大学借鉴我们的培养模式，又相
继建立花卉、咖啡等 10 个科技小院，其中
4 个获得教育部立项支持建设。”
　　如今，“多年生稻科技小院”已被列为
全国研究生实践教育特色基地，“科技小
院”教育培养模式像一块强力磁铁，吸引各
方人才、科研资源前来聚集———
　　 2021 年 3 月，毕业于日本冈山大学
的雷贵杰加入多年生稻团队，年仅 32 岁
的他成为云南大学农学院最年轻的教授。

“学院教师的平均年龄只有 35 岁，青年人
才是学院的主力军、生力军。”胡凤益说。
　　各学科则纷纷“闻稻而来”，也把实验
室搬到稻田里，有研究水土流失的，有研究
病虫害的，有研究温室气体的，也有研究农
村社会经济的，还有研究乡村振兴的……
多年生稻“长”成了以农学学科为主多学科
交叉的科研平台。
　　 3 月下旬，栽下去一月有余的多年
生稻已长到十多厘米高。月初受邀前往
华盛顿国际顶级科技舞台上展现多年生
稻创新成果后，胡凤益又从昆明奔赴西
双版纳科技小院，穿上雨靴，忙活在希望
的田野上。

　　新华社
长沙电（记
者张玉洁、
周勉）三月

的澧阳平原上，农人们灌水耕田，一株株新种
下的水稻，沐浴春光奋力生长。
　　新春伊始，澧县城头山镇城头山村的种
粮大户李先磊忙着检修旋耕机、插秧机等 10
多种水稻作业器械，对早稻秧田开始进行机
械翻耕，购置早稻种子及育秧盘；三月，他忙
着种水稻，在田里抢时间……
　　澧县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今年粮食种
植面积预计 117 万亩，其中水稻 103.1 万亩。
粮食总产预计 10 亿斤以上，可满足近 300
万人一年的口粮。
　　青青稻苗，在风中摇曳，讲述着新一年的
希望，也沉淀着千百年的传奇。曾在这片土地
上生活的先民们，或许很难想到，他们偶然发
现的野生稻，在经历数千轮春耕后，彻底地改

变了后人的世界。
　　“在不断尝试各种野生植物的果实后，我
们的祖先最后发现野生稻稻米饱腹、口感不
错、容易储存，于是就把野生稻作为重点驯化
作物。”正在进行“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
社会的形成”课题研究的湖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副研究员李意愿说。
　　澧阳平原日照充足，水量丰富，气候温暖，
土壤肥沃，为野生稻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
这里现存的彭头山、八十垱、城头山、鸡叫城等
稻作遗址，记录着先民们勤于稻作的历史。
　　“这里被视为世界水稻的起源与传播中
心之一。”李意愿说。
　　中国稻作历史悠久。20 世纪 90 年代，
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距今 12000 年左右
的水稻植硅石；在玉蟾岩，还发现几粒完整的
古栽培稻。
　　如今，走进澧县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仍可
见规整的古稻田，田埂之间是平整的厚 30

厘米的纯净灰色田土，在稻田剖面可以清
晰见到水稻根须。稻田旁边的原生土上，有
水塘、水沟等初步配套的灌溉设施。
　　“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开启农耕文明
时代。”李意愿说，水稻的演化与传播是在
人类行为作用下十分缓慢的进化过程，经
过数千年的不断驯化和选育，古代先民终
于让驯化后的栽培稻“挺直腰杆”，并攻克
了掉粒的难题。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助理辛业芸
说，栽培稻是由野生稻长期驯化而来，古代
就已经有古栽培稻，这种溯源和演化对领
域里的科研工作者都是有吸引力的，袁隆
平曾经很关注古栽培稻遗址的发现。
　　如今，在袁隆平生前工作的湖南杂交
水稻研究中心，他曾经像对稻子一样呵护
并寄予厚望的年轻人已经成长起来。
　　据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试验基地管
理处副处长郭夏宇介绍，去年 3 月，由来

自全国 7 个省的 11 家单位组成的国家耐
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正式挂牌。牵头单
位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组建了专门团
队，“80 后”“90 后”年轻人占团队总人数
的 70%。
　　从 2018 年袁隆平提出“三分地养活
一个人”粮食高产绿色优质科技创新工程

（简称“三一工程”）开始，李建武就一直是
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下田，才是成功的‘捷径’。”今年 38
岁的李建武一直谨记袁隆平的教诲，每次
攻关试验，都需要试验田所在地农民的配
合。为了说服和指导大家，李建武总会连续
几个月与老乡同吃同住同下田，确保精心
设计的栽培方案能顺利实施。
　　千百年来，一代代中国人握紧手中的
稻种，不懈努力，终于以野生稻的基因培育
出了杂交水稻。金黄沉甸的稻谷让无数人
享受到了吃饱的幸福，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湖南古田在春耕中见证水稻的新生

这这 个个““ 小小 院院 ””不不 简简 单单
  云 南 大 学 探 索“科 技 小 院”

教育模式，“四轮驱动”培养知农

爱农乡村振兴创新型人才

  ▲ 2 月中旬，多年生稻稻桩已长出小秧
苗。         本报记者谢锐佳摄

  科技小院师生们
白天劳动做实验，晚上
还要学习、进行学术交
流。这是学生在讲解农
业前沿技术，接下来导
师还会进行点评。
  本报记者谢锐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