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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2日，湖南长沙，细雨凄迷，哀
伤的情绪弥漫在城市上空。

13 时 07 分，“杂交水稻之父”、“共
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
隆平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沙与世长辞，
享年 91岁。

16时许，灵车缓缓驶出医院，路边
聚集了闻讯前来送行的市民。司机停
下车辆鸣笛，人们把鲜花捧在胸前，悲
恸高呼：“袁爷爷，一路走好，一路走
好！”

袁隆平是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
创者和带头人，是世界上第一个将水稻
的杂交优势成功地应用于生产的科学
家，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
世界粮食供给作出了巨大贡献。

袁隆平毕生的梦想，就是消除饥
饿。他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其实他
就是一粒种子，给大地留下了丰收的希
望。

率先攻克杂交水稻科研难关

出生于 1930年的袁隆平，从小跟着
家人过着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新中
国成立前，袁隆平见到倒在路边的饿
殍，十分痛心。选择农业报国，源自袁
隆平想让大家“吃饱饭”的强烈愿望。

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遗传育种专
业毕业后，袁隆平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
校工作。作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
代学农大学生，袁隆平立誓要解决粮食
短缺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

1956年，袁隆平带着学生开始了农
学实验。他发现，水稻中一些杂交组合
有优势，认定这是提高水稻产量的重要
途径。培育杂交水稻的念头，第一次浮
现在他的脑海。

杂交水稻，是由两个具不同遗传特
性的水稻品种或类型，一个作为母本，

一个作为父本，经有性杂交之后而产生
的一种新的杂合体。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有外国学
者发现了水稻的雄性不育现象。但几
乎所有国家的研究都只停留在理论层
面，实验屡屡失败。学界普遍认为，水
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

1966 年，袁隆平发表论文《水稻的
雄性不孕性》，拉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
究的序幕。此后，他与学生李必湖、尹
华奇成立“三人科研小组”，开始了水稻
雄性不孕选育计划。1970年，在海南发
现的一株花粉败育野生稻，打开了杂交
水稻研究突破口，袁隆平给它取名为

“野败”。
各地科研人员聚集到海南，他慷慨

地将“野败”分送给大家，又在农场支起
了小黑板，给全国各地科研工作者讲课。

1972年，农业部把杂交稻列为全国

重点科研项目，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
协作网，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攻关大会
战打响。1973年，广大科技人员在突破

“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选用
1000 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了
1000 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袁隆
平等率先找到了一批优势强、花粉量
大、恢复度在 90%以上的“恢复系”。

1973年，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
研协作会上，袁隆平正式宣布籼型杂交
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水稻杂交优势利用
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1981 年 6 月 6 日，新中国第一个特
等发明奖授予了袁隆平领衔的全国籼
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

三系法获得成功后，我国很快启动
了两系法杂交育种技术研究。1995年，
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又增 5%~10%。

让中国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2020年 11月 2日，位于湖南省衡南
县的第三代杂交水稻新组合试验示范
基地迎来晚稻测产，测得晚稻平均亩产
为 911.7 公斤。此前的 7 月，衡南基地
早稻高产攻关田进行测产验收，测得早
稻平均亩产为 619.06 公斤。早稻加晚
稻实现了亩产 1500公斤的目标。

这是袁隆平团队在屡破超级稻单
产 700 公斤、800 公斤、1000 公斤、1149
公斤等世界纪录后，再次刷新世界纪
录。1996年至今，我国实施的第三代杂
交水稻——超级稻育种计划，在基础理
论和品种选育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杂交水
稻技术，还成为中国农业走出去的先
锋。20 世纪 80 年代，杂交水稻作为我
国第一个农业技术转让给美国。此后，
中美间的杂交水稻技术合作持续至
今。有学者研究中国海关数据库后指
出，种用稻谷是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农
作物种子，已成为大田作物种子中出口
最多的产品。

袁隆平写于 1985年的《杂交水稻简
明教程》，经联合国粮农组织出版后，目
前已发行到 40 多个国家，成为全世界
杂交水稻研究和生产的指导用书。截
至 2020 年年底，已有 40 多个国家种植
了超过 700万公顷的杂交水稻。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莱
斯特·布朗曾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提出疑
问：21世纪谁将养活中国？当时的西方
学者普遍认为，新中国成立前的历代政
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未
来，以全球的粮食生产也难以满足中国
巨大的需求。

然而，事实证明中国不仅解决了自
己的温饱问题，还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

了突出贡献。
袁隆平科研团队开创杂交水稻研

究以来，中国已经实现从三系到两系再
到超级杂交稻的三次重大技术创新。
同时，我国全面建立起粮食科技创新体
系，深入推进水稻国家良种重大科研联
合攻关。以袁隆平为代表的水稻种业
科技工作者们，在杂交水稻前沿研究中
不断创新。

1976年以来，杂交水稻在全国累计
推广面积约 85 亿亩，增产稻谷 8.5 亿
吨。每年因种植杂交水稻而增产的粮
食，可以多养活约 8000万人口，为中国
人牢牢掌握自己的饭碗作出了突出贡
献。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不断的质疑、无数的失败和挫折，
在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生涯中是常
态。

袁隆平却说：“哪有搞科学研究不
失败的呢？失败了就失败了，不是说身
败名裂，人家不会笑你的。我这是在探
索，跌跤就跌跤，我爬起来再干，就是
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三系法获得成功
后，我国很快启动了两系法杂交育种技
术研究，依旧由袁隆平领衔。没想到的
是，项目启动不到两年，就遭遇沉重打
击。一场异常低温导致全国两系育种
大面积失败。

两系法到底行不行？袁隆平和全
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重要成员
顶着巨大压力，重新研究两系不育系的
光温敏特性，最终找到解决方法，让两
系法起死回生，再次成为世界作物育种
史上的重大突破。

2019年 9月 16日，袁隆平走进湖南
农业大学 2019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会

场，分享自己的学术人生。
典礼上，袁隆平将“知识、汗水、灵

感、机遇”8个字的人生体会送给全体新
生。他说，“知识”就是力量，是创新的
基础，同学们要打好基础，开阔视野，掌
握最新发展动态；“汗水”就是要能吃
苦，任何一个科研成果都来自深入细致
的实干和苦干；“灵感”就是思想火花，
是知识、经验、思索和追求综合在一起
升华的产物；“机遇”就是要做一名“有
心人”，要学会用哲学思维看问题，透过
偶然性的表面现象，找出隐藏在其背后
的必然性。坚持做到这几点，才能突破
障碍，实现梦想。

袁隆平院士是湖南农业大学名誉
校长、双聘院士、作物学博士生导师。
噩耗传来后，湖南农业大学广大师生都
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袁隆平院士是
师生们永远尊敬的‘袁校长’‘袁老师
’。”湖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陈弘说。

曾经在袁隆平身边工作了 33年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农业大学校长邹
学校说，我们将化悲痛为力量，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努力
把湖南农业大学建成国内一流农业大
学。

袁隆平院士博士后、湖南农业大学
农学院教授邓化冰回忆说，袁老很会顾
及年轻人的感受，看到试验中存在的问
题，会很耐心地给予指导，“能在田间接
受袁老师的实地指导是我们最期盼的
事情。”

湖南农业大学农学院院长唐文帮
表示，袁老虽离开了这片他深爱的热
土，但他的“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
覆盖全球梦”会一直激励后辈前行，我
们定会秉承他的精神，在广袤的大地上
接续奋斗。

（光明日报）

近日，在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良
辛庄良心合作社，一株株紫色的二月兰
围绕着成排的桃树。在合作社经理刘四
江看来，这些二月兰就是宝贝，就是今年
的收成；它们长得好，今年的桃子一定能
丰收。

黄蕊紫瓣、花团锦簇的二月兰，为何
让刘四江如此期待？ 2018年，天津市
被纳入耕地轮作休耕试点，其重点措施
是在区域生态功能退化、可利用水资源
匮乏等不宜连续耕作的农田，实行休耕
一季种植绿肥翻耕还田。通过种植绿肥
还田和粮豆轮作，在提升生态效益的同

时，减少灌溉用水和用肥，提高土壤肥
力。而二月兰、油菜就是种植还田的“绿
肥”。

在良心合作社，面积达 800多亩的
果园里种满了桃子、樱桃等果树，紫色的
二月兰、葱绿的毛叶苕子已经铺满了土
地。

刘四江介绍，“在果园里，种植二月
兰、冬油菜和毛叶苕子等‘绿肥’最合
适。一次播种之后，就不再复播，而且通
过无人机撒种，简单省事、成本低”。

2月至4月，“绿肥”生长，肥植沃土；
五六月间，树结“硕果”，购销两旺。这就

是“轮作休耕”，给良心合作社带来的四
季变化。

2018年，良心合作社成为天津首批
试点“轮作休耕”的企业之一。首次播种

“绿肥”后，3年间二月兰的种子已经“飞”
遍了 800多亩果园，而土地中有机质含
量不断提升。“实施绿肥还田之后，我们
不再担心土地‘板结’，而且土地中有机
磷、钾的含量不断提升，更不用除草剂等
化学制品。我们的水果现在都是有机
的！”刘四江说。

据刘四江介绍，通过“绿肥”还田，良
心合作社桃子的产量增长了三分之一，

达到亩产 8000斤，同时桃子的甜度增长
10%以上，可以说是产量、质量双丰收。
同时，种植二月兰和冬油菜后，果园里不
再用除草剂，这减少了人工、药品等一系
列成本超10万元。

“明年，我们的樱桃园就开始产樱桃
了，今年专门也种植了二月兰，希望明年
樱桃也丰收。”刘四江说。

“绿肥”让村民获得丰收，更看到轮
作休耕带来的美好前景，探索出“藏粮于
地”的新途径。

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
研究所副研究员赵秋介绍，“二月兰和冬

油菜的根系属于直根系，能从土壤深层
汲取水分，这对于防风固沙、节水灌溉很
有益处。其种植经验也可以向外省份及
沿海缺水地方推广”。
静海区是天津市土地含碱程度较高、缺

水严重的农业区之一。天津市静海区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顾承彬介
绍，“种植二月兰等冬绿肥的生态效益明
显，可以减少农业生产活动对土地的过
度开发利用问题，缓解生态环境的压力，
更探索出了盐碱地种植新方式”。

3年来，天津市在果树及经济林下推
广种植绿肥技术有 2万多亩。随着现代

都市农业的快速发展，林果经济已成为
天津市部分地区的主导产业，大宗果品
正在形成区域优势及区域特色。目前，
种植桃、苹果、梨、枣的示范果园都已应
用二月兰、冬油菜、毛叶苕子、三叶草和
紫花苜蓿等绿肥作物。

“在天津市郊区，很多果园都示范种
植绿肥，这种方式农户们很欢迎。而在
未来发展上，我们正在向其他领域推广，
探索适应于水稻的种植方式，让绿肥成
为小站稻品质提升的新手段。”顾承彬
说。

（经济日报）

稻香泽被华夏 英雄本是老农
——追记“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

天津探索盐碱地种植新方式——

“绿肥”推广育良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