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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下地实践，经常到农村、到田间地头

去看看”，作为农学专家，逄焕成研究员一年有一

半时间都在出差。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开完会，出

差以外的时间开会、实验、整理研究成果，“忙”已

经成为他的生活常态。

近日，由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

究所主持研发的西北沿黄灌区盐碱地改良关键

技术研究与应用，使重度盐碱地增产三成，该项

目获得了农科院科学技术成果一等奖，逄焕成是

该项目的负责人。

逄焕成关于盐碱地改良的研究工作始于

1998 年，也是他初来农科院工作的年头。针对

我国粮食主产区与内陆干旱区盐碱化、次生盐碱

化的严重问题，逄焕成在 2004 年联合老一辈盐

碱地改良专家一起致书时任总理温家宝，使土壤

盐碱化问题得到了重视。

2009 年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经费项

目“盐碱地农业高效利用配套技术模式研究与示

范”启动，本次西北沿黄灌区盐碱地改良与利用

项目即是其中课题之一。

逄焕成：教农民把文章写在土地上

■表情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陈繁昌 5 日表示，香港需要加强创新科技发

展，使经济模式更多样化，而大众对教育的观念也需改变，给年轻人

提供更多空间发展创新科技。

当天，陈繁昌在一个午餐会上以“香港的创新科技——一个可触

及的梦”为题发表演讲时表示，目前，香港的主要经济支柱行业包括

金融、旅游、房地产等，香港需要有更多样化的经济模式，以便遇上突

如其来的转变时，也能保持整体稳定性。

陈繁昌指出，香港的低税制对企业和个人均有吸引力，其英语环

境也有利于吸纳国际和内地人才。

他表示，香港在人才、知识、技术等方面能配合科研发展，绝对可

以拥有自己的研发品，再输出到世界各地。“年轻人应该有宏大理想，

相信自己能改变世界。”

然而，香港在科技转移方面仍有很大进步空间。其他挑战则包

括缺乏愿景、长期计划及策略、投资等。陈繁昌认为，教育业者、政府

和私人企业都可以在当中扮演不同角色，推动香港科技发展。

陈繁昌强调，香港在创新科技方面一定要与内地合作，尤其是邻

近的深圳。他相信香港加上珠三角地区有潜力被打造为“中国硅谷”。

过去一两年，不少内地科技企业在香港建立研发中心，陈繁昌认

为，这样能产生多方面益处，除了这些企业会在港纳税，也能促进它们

和香港学者之间的互动，将来学生也可以到这些公司实习，一举多得。

陈繁昌：香港需加强发展创新科技

据国外媒体报道，苹果已经拥有全球最知名工业设计师之一乔

纳森·伊夫，现在该公司又新增一位重量级设计人物马克·纽森。

1963 年，纽森出生在悉尼近郊。纽森是当代世界上最多产、跨

度最大、最有影响力的设计师之一，他设计的产品包括宝石、家具、手

机、鞋类、飞机和汽车。他名字已经成为新的时尚符号，他获得的奖

项包括芝加哥 Athaeneum 的优秀设计奖、“ELLE 家具”的“设计大

奖”、“Homes & Gardens with V & A Museum”的“经典设计大奖”

以及“设计与装饰大奖”的“最佳洁具设计”等，业界称其是“什么都敢

设计”的鬼才设计师，是“用线条造物的新神”。

纽森对科技材质和线条创新的领悟，以及获得无数次奖项和举

办众多展览，他以坚持不懈的努力确立了自己的大师地位。纽森的

设计成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伦敦设计博物馆、巴黎 Musee des

Arts Decoratifs以及 Vitra设计博物馆的永久馆藏品。

苹果一位女发言人当地时间周五证实，纽森将成为伊夫设计团

队中的一员。伊夫为苹果高级副总裁，负责苹果设计工作。美国著

名生活杂志《名利场》早些时间报道称，纽森被苹果聘用。消息人士

称，一段时间以来，伊夫和纽森一直在合作为苹果进行设计。伊夫和

纽森被称作是亲密的好友，去年就收集设计师作品进行拍卖而合作

过，旨在为非洲抗击艾滋病而募集资金。这次拍卖的物品之一，是苹

果圆形红色金融版 Mac Pro 电脑，拍卖价将近 100 万美元。“纽森无

疑地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设计师之一，”伊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

非常有才华。特别高兴我们之间的合作正式化，我们喜欢在一起工

作，并且发现我们的合作如此有效果。”

马克·纽森:苹果又一位设计大师

山东省冠县古城镇中学教师轩云湘8日坐高

铁到北京，准备接受“全国模范教师”的荣誉称号。

临行前，他收到很多电话和短信，几乎都是来自他

遍布各地的学生，他们在电话或短信里几乎不约而

同地说：老师，这是你应得的荣誉，你是最好的！

轩云湘今年 56岁，现任古城镇中学八年级 9

班班主任，任教 5个班的地理课。

“我父亲也是一名老师，他在我刚参加工作

时就对我说，‘当老师不能误人子弟，不能耽误学

生的课！’”轩云湘告诉记者。从教 34年来，轩云

湘以讲台为家，不管风霜雪雨还是个人家事，他

从来没有耽误过学生一节课。

他曾在结婚当天去学校上课，上完之后才匆忙

回家拜堂。那天晚上的两节自习课，他趁家里人不

注意，又悄悄去了三里外的学校，直到下课才回家。

2008年 4月，妻子由于过度劳累得了腰椎间

盘突出，疼痛难忍，他只能在星期天和节假日带

她四处看病。妻子的病久治不愈，2010 年 6 月，

经磁共振检查后才发现，是脊椎瘤，需要住院做

手术治疗。为了不耽误教学，在征得医生同意

后，暑假里，他才带妻子到聊城脑科医院做手

术。可是新学期一开学，他就按时返回学校。妻

子出院后生活不能自理，他拜托年迈有病的母亲

代为照顾了一个多月。

30 多年来，轩云湘始终担任班主任工作。

在班级管理上，他对班里的学生是“严”得出名。

“严也是一种爱。”他说。

1997年 10月，轩云湘在班里成立了一个 8人

组成的特殊小组，成员都是成绩差又最爱捣乱、逃

学的学生。对于这8名学生，他严格管束、耐心引

导，多次家访，付出无数心血。十几年过去了，当

年的调皮学生现已事业有成。每年春节，学生们

都会从四面八方聚到轩老师家，与老师一起回忆

那段改变了8个男孩子命运的难忘时光。

对学生严格要求的同时，轩云湘始终坚持用

爱心育人，一直用心呵护着每一个学生。他带学

生去看病；为学生修理桌凳；半夜起来查看学生

宿舍，为他们盖被关门；与有心结的学生促膝长

谈，直到他们露出笑脸。这样的事例不计其数。

轩云湘说：“多年来在感情上我始终把学生当

忠诚的朋友，年长后我还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

2000年 9月高中开学了，轩云湘所带的班级

有不少学生考入高中，他担心学生们没出过远

门，怕孩子们到了陌生的环境容易想家。就在高

中开学第一周的周三周四两天，他上完课后骑着

摩托车跑遍冠县所有高中去看学生们。

在冠县三中，有几个学生见到他，像见到久

别的亲人呜呜地哭了。他望着这些哭成一团的

学生，开玩笑地安慰他们说：“孩子们，你们要努

力适应新环境，我知道你们想家啦，这不是我来

看你们了吗？我就是妈妈。”学生们听到后，噗的

一声都笑了。

近几年来，他一直是古城镇中学一线教师中

年龄最大的，但是他仍不甘落后，积极参加学校

的各项活动，2010 年参评的电教优质课获县级

一等奖；此外，他还积极运用古城镇中学的“自主

建构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尝试。学校领导和

同事们称他为“教坛常青树”，有时开玩笑地喊他

“青哥”。

“人生难得几十年，岂为衣食名利权，唯有丹

心共日月，甘将热血抛教坛！”这是轩云湘做过的

一首小诗，也是他教育人生的真实写照。

（新华社）

轩云湘：34年“从没耽误学生一节课”

我国 17个省区有盐渍土资源分布，总面积
超过5亿亩，目前具有利用潜力的盐碱荒地和盐
碱障碍耕地面积近2亿亩，而近期可进行农业高
效利用的盐碱地面积达1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
的6%左右，农业利用潜力巨大，对于我国土地治
理与开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源。

目前具有利用潜力的盐碱地资源主要分布
有黄淮海平原盐碱区、东北盐碱区、沿黄灌区盐

碱区、滨海盐碱区（辽宁、河北、山东、江苏一带）
以及西北内陆盐碱区（新疆、甘肃一带）。

西北沿黄灌区盐碱地的情况比较特殊，其他
降水比较多的地方盐分会下行，而西北地区，除
了灌溉时期盐分往下走以外，非灌溉时期（属于
大部分时间），盐分都以“上行”为主，盐分表聚严
重，所以此地区的盐碱危害比其他降水多的地区
更严重。

我国盐碱地分布及利用潜力

搞农业科学，在逄焕成看来，“简单来说，就

是生产问题要解决，科学问题要回答，要做到‘顶

天’和‘立地’。‘立地’就是教农民把文章写在地

上，将研究变成农民可以利用的技术；‘顶天’是

要把技术原理讲清楚，使别人在利用的时候不至

于走歪路，更好地推广技术。”他多年来投身农业

实践研究的同时，主持了诸多科研项目并发表论

文百余篇，还出版了 7部著作。

逄焕成戴着眼镜，外表斯文，见到他时他穿

的是双运动鞋，因为做农业研究需要经常出差下

地实践。在他向笔者翻看去西北研究的照片时，

照片中的他也始终穿着运动鞋。逄焕成用很多时

间去地里，在田间地头的实践中发现问题并思考

如何用自己的知识去有的放矢地解决。在农村实

践中遇到的问题，回来再去思考、整理、提炼。

逄焕成的办公室书架中早已摆满了书，书架

外顶上也已经放了好几层书，一进办公室的门口

也堆放着各类资料和书籍。

“生产问题要解决，科学问题要回答”

西北沿黄灌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黄河上中游，包

括内蒙古，甘肃，宁夏三个区域，这些地区毗邻黄河，

既是我国的生态脆弱区，也是西北的粮油主产区。

“这些地区因黄河水灌溉而生，也因引黄灌溉而

导致土壤次生盐渍化。”在西北沿黄灌区改良盐碱

地，控制地下水的水位是关键。水位太深会破坏周

围生态；太浅则容易使盐返上来，造成冬春两季盐分

表聚化现象非常严重，正如逄焕成向笔者展示的土

壤盐分表聚化的照片，真是“白茫茫像下了雪似的”。

“我们主要对中重度的盐碱地进行改良，在中

重度盐碱地的出苗率，保苗率、成苗率都比较低。

我们研究出了一项‘上膜下秸’技术。利用当地比

较便宜的资源——地膜和秸秆，地表盖一层地膜，

在耕层距地表30—40cm的地方埋一层秸秆。”

逄焕成打着手势向笔者详细讲述了“上膜下秸”

技术的原理，对于研究方面的数据图表，也仔细讲解，

谈起自己的研究来有说不完的话，却很少提及自己。

“秸秆隔层使上面的耕层土壤盐分可以向下

淋洗，而盐分从隔层以下上升的时候，会受到隔层

孔隙中毛管的阻断，从而减少地下水中的盐分向上

返；另一方面，地膜的覆盖可以减少水分蒸发。这

样，底下带有盐分的水上来得少，上面灌溉的水下

去得多，就形成比较好的一个耕层，减少植物生长

的根系密集层次的盐分，达到‘淡化耕层’的效果。”

“上膜下秸，淡化耕层”

“上膜下秸”技术使土壤垂直分布上的盐分在

0—40cm（农作物主要根系活动层）部分减少，即使下

面盐分多也不影响作物生长，做到了“有盐无害”。

利用比较短的时间，快速改良土壤，提高了农作物出

苗率、保苗率和成苗率，最终提高产量。据报道，在

西北沿黄灌区推广的1154万亩中，中度盐碱地作物

增产 9.8%—14.6%，重度盐碱地作物增产 26.3%—

35.3%。“这些数据是一个平均数据，属于保守估计，

做科研要得出严谨的结论，不会夸大偶然现象。”

逄焕成讲述研究技术和成果时用词严谨，正

如他曾经的学生，现在的同事王婧博士所说：“逄

老师在工作上非常强调做科研应以严谨为主，在

课题组也推行严谨的科研态度，注重科学依据。”

技术中利用的秸秆，本身是土壤有机碳的一

个来源，在地下埋几年腐烂后也可以作为肥料滋

养土壤。目前我国秸秆量很大，但一般都被大量

焚烧或者堆放。通过这个项目，将秸秆变废为

宝，减少环境污染的同时改良了土壤。

随着黄河用水日益紧张，西北沿黄灌区的引

黄量被逐年压缩，但“西北地区的蒸降比非常大，降

水量少的情况下传统方法依靠大水漫灌‘以水洗盐’。

‘上膜下秸’改良盐碱地的办法，很好地回答了节约

水资源同土壤改良的双重问题。”如此，最终实现

“控盐抑盐，培肥促生，节水于一体”的效果。

“控盐抑盐，培肥促生，节水于一体”

逄焕成的记忆中，项目的推进中也遇到过困

难，先期研究是通过小面积的试验田来进行的，

当时主要依靠人工操作，需要花费很多劳力将秸

秆埋进土里，但最终要大面积推广就必须实现机

械化。通过同农机专家合作，问题得到了解决。

他们研制出秸秆深埋犁，大大提高了效率，使技

农艺与农机结合，突破瓶颈

“我本身就喜欢农业这一行当，随着研究的

深入兴趣也愈发浓厚，就一直做到现在。”逄焕成

介绍了他之前的一项节水节肥型超高产技术的研

究，在黄淮海地区突破吨粮产量，最终达到了吨半

粮的超高产。他这些年所做的工作，一个是高产

怎么再高产，另一方面是提高低产或没有产量的

田地的产量，做了两头的工作。“总体来说就是利

用已有资源，来解决国家的食物问题。吨粮之后

打造超高产，提高盐碱地产量，都是很难的问题，

我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有挑战才有动力。”

逄焕成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土壤耕作与种植

制度。在土壤耕作方面，研究如何进行土壤改良

和土壤培肥；在种植制度方面，研究如何从宏观

上来适应国家粮食需求，微观上有哪些种植技

术。“农业在实现粮食增产的同时也应注重环境

友好，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我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

逄焕成认为我国盐碱地开发潜力巨大，通过

盐碱地改良，我国的耕地质量和数量上都能够得

以提升，也是确保不突破 18 亿亩耕地红线的需

要。但是，“剩下的盐碱地都是硬骨头，不好啃，

改起来需要下更大的力气，这就需要保持清醒的

头脑，要考虑到各方面需求，权衡利弊，量力而

行，并协调好开发与生态的关系。”

“盐碱地是很脆弱的非稳定性生态系统，可

逆性、反复性强，所以开发和管理要并重。盐碱

地改良存在重开发，轻长期利用的问题，易出现

重新弃耕现象。”“上膜下秸”不会永远管用，秸秆

腐烂之后隔盐作用就降低了，所以，“我们研究的

区域，要求三年埋一次秸秆，这样既能达到隔盐

效果，又能培肥地力。”

盐碱地改良的研究之路，逄焕成还会继续走

下去，“盐碱地改良不是能一蹴而就的，随着研究

的深入和实践，新的问题会不断被提出，提升的

空间还很大，会一直继续下去。”

盐碱地改良之路，“会一直继续下去”

济南公交三分公司三队 K163路驾驶员荀培

培，入行仅4年，被大家称为“节油女状元”。荀培

培说，我们济南公交的理念是，在开好车的同时还

要节能，这才是最好的驾驶员。

2013年至今，济南公交共计采购公交车1400

辆，其中，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占新购车辆的

86.79％。新采购的双源无轨电车因不产生尾气，

实现在市区内真正意义上的零排放。新车的节能

效果自不必说，但仍然有一部分老车还在路上跑，

对于这部分车，济南公交充分挖掘驾驶员的节能潜

力，想方设法让每一个驾驶员都变得“抠门”起来。

荀培培说，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并不是这样，

“那会儿驾驶技术掌握不是很到位，节油也谈不

上，每个月的油耗挺大。”爱钻研的荀培培随身准

备了一个笔记本，随时随地记下有关车辆维修、

车辆维护和车辆节油技术方面的资料。经过不

懈的努力，荀培培的节油纪录跟上来了，平均每

月 200多升的节油成绩让同事拍手叫绝。

车队里有一辆63路公交车，几乎每个月都处

于浪费油的状态。多名驾驶员实验之后都说这个

车机器有问题，谁用都得浪费。荀培培主动请缨，

要求用自己节油车换用那台费油车。“拿到车，我找

维修师傅将车的油门簧钩紧一些，另外，把化油器里

的油平面适当调低，这样可以避免起步过急，就达到

了节油的效果。”不仅如此，荀培培加大了对车子的

养护，每天喷洗化油器，保持油道畅通；定期调节气

门间隙；加强了对底盘的保养，适当延长滑行距离，

尽可能降低油耗。经过荀培培的一套节油方案调

整，这辆亏油车迅速被调成节油车，仅第二个月，该

车就扭亏为盈，节油高达150多升。（据新华社）

荀培培：“抠门”才是好司机

这是在“知乎”办公区拍摄的“知乎”联合创始人、001号员工周源。
“外事不决问百度，内事不决问知乎”，在知乎上能看到很多专业

人士的“神回复”，这是吸引不少年轻人的地方。但是，在崇尚快速增
长的互联网行业，周源的淡定显得另类：不急着吸引用户、不急着早
点赚钱。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知乎周源：淡定的另类互联网创业者
近 期 ，某 重 大 试 验 工 程 在 太 原 卫 星 发 射

中心成功发射，第 37 次参与执行航天发射任

务的该中心动力系统操作手、一等功荣立者

张枫，凭借厚实的专业技术知识、娴熟的操作

技能和过硬的排除故障能力，又一次为我国

航天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据 介 绍 ，运 载 火 箭 结 构 复 杂 ，元 器 件 星

罗棋布，新型号航天试验偶遇突发情况实属

自然。

一次，按照计划发射前对火箭进行燃料加

注，当贮箱液位过半时，燃料却突然从密封口喷

出。见状，张枫一手抓起应急堵盖，一推二转三

拉，一气呵成的将其紧固在贮箱上，立即阻止了

燃料泄漏，保证了试验任务圆满完成。

还有一次，射前两小时火箭某关键器件突

然从箭上脱落，若处理不当，推进剂将无法正

常供给发动机，火箭也达不到飞行状态增压的

理想输送模式。在场的张枫又一次主动请缨，

扛起脱落的器件，用不到 50 秒就将其复位，保

证了试验顺利进行。

能力的过硬离不开对知识和技术的精钻细

研。16 年来，张枫先后担任过加注、吊装、箭体

动力等多个岗位的专业负责人，为火箭发动机

安装器件 3200 多个，复测产品 7400 多次，但无

论在什么岗位，他都精学知识、精练技术、严

把标准，在单位树起了“数据一口清、状态一

摸准、操作零失误”的“张枫标准”，被誉为航

天发射场上的“质量卫士”。张枫先后荣立个人

一等功和三等功，并受到总装备部部长张又侠的

接见和赞扬。 （王锦明 王辉）

张枫：航天发射场上智勇双全

术机械化，最终实现农艺与农机的融合，推广的

瓶颈得以突破。

在示范过程中，将示范区设在采用原有技术

的田地旁，从逄焕成向笔者展示的照片中可以看

出最终对比效果非常明显。“农民看到试验区效

果显著，对他们来说，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

是最高兴的”，因此技术在推广中受到农民欢迎，

农民生动地将“上膜下秸”技术中的秸秆比喻为

给土壤加的一层席梦思床垫，地膜则像给土壤覆

盖的一层柔软的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