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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因

深知饥饿之苦，立志学农，梦想让人们丰衣

足食；这是一位痴情于小麦育种技术的人，

在质疑声中迈出培育杂交小麦的第一步，用

执着信念书写着关于小麦的传奇；这是一位

甘于奉献、坚忍不拔的人，无论多少困境，无

论多少失败，他总是义无反顾地奋勇前行。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河南省小

麦抗病虫育种首席专家、河南省杂交小麦工

程技术中心主任茹振钢教授用三十载无悔

奉献，践行仁义，缔造了麦田传奇——他是

2013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获得

者，由他育成的小麦品种矮抗 58 占到了全

国小麦产区的 10%，全国每 8 个馒头中便有

1个来自这一小麦品种。

茹振钢说：“小时候家里穷，我几乎没

有吃过饱饭，所以我选择学农。让土地生

金，让人民丰衣足食，成了我一个挥之不去

的梦。”

1958 年出生在河南沁阳南关的茹振

钢，幼年时期适逢三年自然灾害，时代不仅

让他深深体会到饥饿的滋味，也让他在主旋

律的感召下立下宏伟志向，梦想着为国家、

为社会贡献一己之力。在参军和求学之间，

茹振钢选择了服从组织安排，重返校园，继

续学习文化知识。也正是从那时候起，他走

进了农学的天地，开始铸造自己的粮食之

梦，也正式拉开了与小麦三十年不解之缘的

帷幕。凭借着扎实的文化底蕴和敢于攀登

的刻苦精神，他起早贪黑奋发学习，不断汲

取农学知识精华，扩充知识面，为自己累积

着人生的财富。

苦心人，天不负。勇于吃苦的精神和优

秀的动手能力使 23岁的他正式分配到百泉

农专（现河南科技学院），投身在黄光正教授

门下，从此开启了他漫长艰辛的小麦育种生

涯。在黄教授的引领下，当年的逐梦少年得

到了迅速成长，茹振钢开始步入小麦育种这

一交叉学科的新天地，于 1985 年在《百泉农

专学报》发表了《小麦生态育种刍议》，引起

关注。

茹振钢一直沿袭着前辈流传下来的甘

于奉献、矢志小麦育种事业的优良传统。他

对恩师和身处的团队怀有深厚的感恩之情，

在这个充盈着浓厚科学氛围的环境里坚持

学习、重视实践，力求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创新图强，用自己的心血摸索出了一条继承

与创新并进的特色之路。

育种工作是枯燥的，并且不是一朝一夕

之功，需要坚持不懈地忍耐和等待，自从进

入到这一行业，茹振钢就与田野为伴，与小

麦为友，坚守在这片天地里。

从跟随黄光正教授研究“百农 3217”

“百农 62”，再到黄光正教授去世后推广“百

农 64”“百农 160”“矮抗 58”等品种，茹振钢

在科研的道路上一直没有停止过创造。通

过多个品种小麦育种的研究，他没有丝毫犹

豫地投入到“完美”小麦品种的“创造之路”

中。历经十年努力和心血培育出来的“矮抗

58”经受八级大风不倒伏，苗期耐零下 16℃

低温不减产，抗小麦主要病害，中筋优质、高

产稳产均表现出优秀特性。“矮抗 58”一问

世，就折服了种业界人士。从两院院士到农

技人员，从育种专家到农民朋友，从种子企

业到粮食企业，对其优异表现给与极大认

可。

自 2005 年通过国家审定到生产应用至

今，“矮抗 58”累计种植面积已达到 2.3 亿多

亩，增产小麦 107.1亿公斤，创直接增产效益

达 170 多亿元。它是河南省实现小麦连年

高产稳产的主力品种，是国家小麦生产的支

柱品种，曾为河南省夏粮生产实现了历史罕

见的“十连增”，被誉为“黄淮第一麦”。2013

年，茹振钢携“矮抗 58”走进人民大会堂，荣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他和团队创新

图强、勇攀高峰的创举，获得了国家和人民

的肯定与褒奖。

梦想就是前行的动力，在“矮抗 58”的

研究之后，茹振钢又带领团队在国内率先开

展了作物生态育种、网络代谢、形态构型及

适应性仿真研究，开展了巨型小麦新品种创

建、高产小麦的形态结构及生理机能和低温

敏感型小麦雄性不育杂种优势利用等研

究。同时切入生态育种、形态构型的新思

路，应用现代化手段进行适

应性仿真研究，加强小麦遗

传调控、品种创新、品质分

析、生产应用研究等工作，立

志于要实现推广一代、储备

一代、研发一代、设想一代的

育种目标。今天，茹振钢的

杂交小麦已进入到规模化制

种阶段，他和团队正在与时

间赛跑，盼望着能在近几年

实现新品种的大面积推广应

用，达到亩产 1300 斤—1450

斤的预定目标，为促进国家

粮食核心区建设和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增添新的砝码。

茹振钢说，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

界。肩负着“粮安天下育苍生”的责任和使

命，他仿佛不知疲倦，永远行进在攀登育种

高峰的道路上，永不满足，永不停歇，用追求

卓越的执着态度收获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果

实。通过多年科研经验的积累以及深入到

田间地头上的实践体会，他将全力实现杂交

小麦的梦想确立为新的目标。说到为之奉

献了半生的小麦育种事业，他笑了：“这是一

个享受创造的过程，这种状态和意境他人难

以享有。”为了心目中不悔的小麦之梦，他让

自己成为麦田的守望者，继续将汗水与希望

播撒向绿色的田野，坚持奉献，收获辉煌！

茹振钢：粮安天下育苍生
□ 侯 洁

闾山脚下，凌水河畔，有这样一个“县官”。

八年来，他走遍了义县的山山水水、乡镇村庄。

他就是辽宁省锦州市义县科技副县长王宏。

2007 年 11 月 1日，义县政府与辽宁省农

业科学院签订了科技共建协议，为义县选派

了果树专家王宏兼任科技副县长。

王宏一头扎进基层，走村屯，入棚室，来

田间，去果园。

农家炕头，他架起投影设备，为果农传

授果树管理技术；苹果树下，他拿出修剪工

具，现场为果农示范剪枝技术；下乡途中，他

被半路“截留”疑难问题。八年来，义县 380

多个重点果园里，都留下他的足迹和汗水。

王宏想有针对性的开展技术培训活动，

然而大部分果农对采用新技术怕担风险，不

敢用；大部分土专家对采用新技术怕丢面子，

不买账。王宏就同义县有影响力的一位老技

术员打赌。到秋收时，王宏修剪的果树，果实

又多又好,令土专家和百姓都心服口服。

王宏免费发放苹果套袋，可仅有一户果

农使用了不到 100个，而正是这不到 100个的

套袋改变了果农对新技术的认可。套袋后的

苹果又大又红，并且每斤增值1到2元。那些

领到套袋而没用上的果农后悔不跌。

义县科技局一名干部深有感触地说：

“多年来，王县长用专业的技能做给农民看；

用公仆的情怀带着农民干；用领导干部的责

任实现农民富。”

王宏重视培养土专家和技术员。八年

来，共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 357场次，参训人

员达 2.08 万人次。组织外出参观学习 71 批

次 3600 多人次,。培养了 68 名乡村果树专

家、236 名果树技术员，有 380 名农民技术员

被选送到辽宁省内农业高等院校学习深造。

王宏不断加大新品种引进力度。八年

来，累计引进矮化寒富苹果、南红、早金酥等

果树新品种 36 个，让义县果品更加百花争

艳、百果飘香。

为把义县近两亿斤的各类果品及时卖出

去，王宏共培养有证营销农民科技经纪人136

名。王宏带几个大户及营销人员，到山东烟

台的果业出品公司谈合作，该公司 2014年从

义县收购的苹果，已出口到泰国、菲律宾等国

家，今年，又签订了出口订单500万斤。

王宏引导、支持果农抱起团来，成立自

己的组织。目前，义县共建成果树技术协会

3个，果树专业合作社 44个。

王宏倡导搞好水果贮藏和深加工。截

止到 2014 年末，义县新建水果贮藏窖 678

个，机械制冷贮存库 12 处，水果深加工企业

3 家，年可贮藏保鲜加工水果约 2000 万斤。

义县被纳入 2015 年辽宁省农产品产地初加

工惠民工程实施县，目前已建成 100 吨规模

的水果保鲜气调库 28个。

王宏家住营口熊岳，来往不便，他把对

家人的愧疚埋在心里。他多次放弃节假日

休息时间，有时春节长假还没结束，他就带

着妻子和儿子来到果树大户指导果树剪枝。

经过 8年的奋斗，花果飘香了，农民富裕

了。2014 年，义县遭受旱灾，义县水果却喜

获丰收，总产量达到 1.8 亿斤，产值突破 3.2

亿元。今年，义县又遭受大旱，果品产量仍

有增加，预计总产量将达到 2.6亿斤，较 2014

年增加 8000万斤，产值将增加 9000万元。

八年来，义县新栽寒富苹果 6.2 万亩，新

栽优质梨 2.1 万亩，栽植大榛子 1.6 万亩，果

树总面积已达 18.81 万亩；建成省级寒富苹

果标准园 1 个，县级科技示范园 96 个，义县

从事果业人员达到 7.8 万人。2014 年，义县

选送的“南红梨”在青岛举办的首届“中华

杯”全国优质梨评比中荣获一等奖；寒富苹

果、花盖梨和京白梨分别在辽宁省名优特果

品展览评优中获得金、银、铜奖。

果农的“香饽饽”
——记辽宁义县科技副县长王宏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三区”科技人员扶贫记

北京百万亩平原造林明年全“精养”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海淀区

的林地分级管护、房山区成立北京

首个管护机构、昌平区实施“菜单

式”养护……为保护百万亩平原造

林，北京市各区分出“高招”，因地制

宜、开拓创新，以多措并举来巩固这

枚来之不易的绿化成果。

近日，北京市林业工作总站副

站长李荣桓透露，今年底，2012年初

启动的北京百万亩平原造林将全部

完成，从明年开始，其将进入精心养

护阶段。目前，全市已建有162个养

护队伍，养护人员数量达19800名。

李荣桓介绍说，平原造林的树

种多以杨、柳、榆、槐等乡土树种为

主，具有耐旱、适应性强等特点，绿

化林木成活率高，达到 95%以上。

每年管护费用为一亩 2670 元，主要

用于浇水施肥、除草松土、修枝整

形、抹芽除蘖等。

湖熟魅力乡村聚人气
科技日报讯（刘涛 何乐 记者

马爱平）地处江宁、句容、溧水三地

交界、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湖熟，

依托美丽的田园风光、丰富且具特

色的产业资源、以及悠久的文化历

史内涵，成为江苏南京地区一大令

人拍手称道的魅力之地。

多年来，湖熟以经济建设为主

导，在创新产业生态和文化特色上

卓见成效。目前，湖熟有着国内一

流的特色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拥有

惊艳的百亩彩色稻田、人气财气双

收的千亩菊园和菊花展、还有令人

流连忘返的“稻乐园”、最有南京特

色的“九十九间半”等历史古迹……

今天的湖熟，在充分挖掘文化资源

的同时，进一步发展生态旅游、品牌

农业及特色产业的建设，让这一魅

力之地不仅广纳人气，提升了百姓

的幸福指数，还为当地经济效益的

提升、如图如画的生态环境等铺通

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新型非贵金属催化剂高效廉价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记

者近日从中科院获悉，该院化学所

分子动态与稳态结构国家重点实验

室研究员杨新征，通过对金属酶活

性中心结构的模拟，计算设计了高

效、廉价的新型非贵金属催化剂。

杨新征的研究集中在过渡金属

催化的加氢和脱氢反应。这是石

化、制药以及精细化工等领域的基

础，并与二氧化碳转化利用和可再

生能源开发密切相关。

新型催化剂的设计参考氢化酶

活性中心结构，以锰、铁、钴、镍等非

贵金属为基础，与具有氧化还原活

性的配体共同进行双电子氧化还原

过程，从而实现高效、廉价的加氢和

脱氢反应。

目前，杨新征已成功构建多种

有潜力催化二氧化碳加氢制甲醇反

应的新型配合物，并完成反应机理

计算和分析。这不仅为新型催化剂

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了理论指导，同

时为拓展惰性化学键高效活化与选

择性重组的方式、发展新的催化理

论提供了新的可能。

150名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受训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近日，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及其

创新团队高级研修班在华中农业大学举办，第二批入选的 150

名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参加了培训。

据悉，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计划是农业部按照国家人才

规划纲要部署，从 2011 年起组织实施的人才项目，计划分两批

在全国选拔培养 300名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建立 300个农业科研

创新团队，大力加强高层次农业科技领军人才队伍建设。据统

计，2011－2015年，首批 150名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共主持了 2954

项国家级课题、2286项省级课题以及 274项国际合作课题；其中

6 人当选为“两院”院士，11 人获得中华农业英才奖，17 人入选

“千人计划”，24人获得中国青年科技奖等。农业科研杰出人才

培养计划已成为农业领域人才培养工程的知名品牌，充分发挥

了培育大专家、建设大团队、产出大成果的孵化器作用。

据了解，本次培训围绕“十三五”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发展理念，就“十三五”农业科技发展、农业科研创新能力培

养与科学精神以及打造掌握核心技术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

业科研创新团队等主题安排多场专题报告和研讨交流，并邀请

第一批农业科研杰出人才代表分享团队建设经验。

室内生态环境系统有益人居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日前，在香港国际创客节上，国

安瑞室内生态环境系统创始人宋波介绍了最新研发的国安瑞

室内生态环境系统。

据宋波介绍，室内生态环境系统是指通过一整套基于仿生

学原理设计的建筑内环境改善智能设备，让建筑空间内的环境

如温度、相对湿度、空气品质等，更加有益于人类，并能根据人

类的感知需求不断地自动调整，在一定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

动态平衡状态，保持建筑室内的高舒适度。

据了解，整个室内生态环境系统是由三部分组成。第一，

是无风生态空调系统。即仿照阳光照耀在身上的能量传递原

理，在建筑的墙面或地面内部铺满大约 5mm 直径的细 PPR 管

组成的网络，在管网内冷热水循环，通过将建筑的墙面和地面

整体均匀变冷或变暖的方式，快速、均匀地改变室内空气的温

度。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比传统空调靠吹风原理制冷、取暖的方

式要舒适许多，因为没有吹风感。第二，是新风净化系统。这

个系统拥有通风、净化、湿度调节、抑菌 4 合 1 功能，PM2.5 过滤

效果高达 95%以上，可保持室内湿度不低于 40%。第三，是物联

网智能控制系统。App远程控制，有云平台，可以通过室内的物

联网感应器收集室内温度、湿度、空气品质等 300 多个数据，后

台自动运算，开启最佳工况（最经济的运行模式），节约能源。

目前，北方雾霾持续高发，而传统调节室内环境的产品带

来的空调病、暖气病也令人头痛。国安瑞室内生态系统，最大

的亮点就是可以通风、过滤 PM2.5、温湿度调节共同作用，其无

风生态空调系统可以真正做到无风均匀温控调节；其制造标准

是按照国际高舒适度室内环境标准定制，可分户安装、独立调

节，是一个划时代产品。

页岩气，是赋存于富有机质泥页岩及其夹层中的

非常规天然气，它具有连续分布、储量大的特点，但储

层极为致密，渗透率极低，用常规技术手段难以开发。

“页岩气实质是天然气，它源自于页岩而不是砂岩

等传统岩石储层，属于清洁能源；页岩气在燃烧过程中

只产生二氧化碳和水，对PM2.5的影响会大大减少，会

改善我们的环境。”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中科院百人计划”专家邓守春认为。

美国由于水平钻井及其体积压裂技术的重大突破，

使页岩气产量迅速增加，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气国。

加拿大步美国之后，也已开始页岩气大规模商业开采。

目前，中国则处于商业化生产起步阶段，尚未掌

握水平井体积压裂等核心技术，对页岩中甲烷在微

纳孔隙中赋存、扩散、运移机制和规律的认知也非常

有限，制约着我国页岩气的工业开发。邓守春即是

努力寻找突破的一员。

1997年 7月，邓守春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岩土工

程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又先后获得国防科技大学

航天技术与材料工程学院固体力学专业硕士学位，以

及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力学专业理学博士学位。

大学期间，他接触计算机，在学习线性代数和数

值分析等课程后，他开始尝试编写平面问题有限元

程序来模拟隧道开挖，并被计算机和数值方法的“神

奇”折服。“硕士期间，我借助计算机来模拟层合复合

材料结构的损伤演化和后屈曲，觉得计算机能做人

所不能做的事。”邓守春说。

工作过程中，邓守春发现自己的数学力学基础不

够，于是考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并

确定从学习材料本构与计算固体力学入手进行研究。

为了提升专业水平，邓守春决定赴美留学，在美

国肯塔基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爱达荷国家实验

室和爱达荷大学做博士后，并在澳大利亚西澳大学

市政工程系任访问学者。

“虽然在国外工作简单而轻松，但是一心怀揣报

国志向的我想组建自己的团队，让自己多年的科研

理想能够真正实行，为我国的页岩气开发事业做出

贡献。于是，我来到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

所，并着手建立团队。”邓守春说。

对于团队的培养，他始终是认真负责、亲力亲

为，经常带领学生做算法和程序等基础工作，并结合

他们的兴趣特长和研究课题展开专项指导。在项目

执行方面，邓守春也会带领团队分析项目未来的发

展前景，以及项目本身对于实际操作的应用价值。

在水力压裂，以及甲烷赋存、扩散与渗流机理等

研究方面，计算力学、多场耦合机理和模型是一种重

要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吸引了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投入该领域的研究。

目前，邓守春团队正在执行的项目包括“页岩储

层水力压裂设计与模拟”和“页岩气多尺度渗流机

制、模型与增渗方法研究”。

邓守春说，课题组的目标，即以“产能期望”为目

标函数，从压裂设计出发，通过气藏模拟，进行历史

拟合与产能预测，再反过来优化压裂设计的封闭迭

代循环，实现压裂与产能预测的一体化描述。

就这样，邓守春长期从事固体材料本构、计算固体/

流体动力学、多场耦合机理与模型，以及高性能并行算

法研究工作，开发了多套计算力学、多场耦合和离散单

元等并行计算程序，发表各类期刊论文二十余篇。

现在，作为课题负责人主持中科院先导科技专

项“页岩气勘探开发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之课题 1

项，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计算力学、多场耦合模型及

其在页岩油气开发（渗流与水力压裂）中的应用。

对于未来，邓守春认为，基于产能预期的水力压

裂优化或压裂—渗流—预测一体化研究是发展方

向，他希望带领团队能够在相关领域取得技术突破，

开发相应的产品。

“在科研这条道路上，我将带领团队风雨兼程地

前进，不忘初心，并坚信科研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和

国家服务。”邓守春说。

攻克清洁能源页岩气难关
——记中科院“百人计划”专家邓守春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鹤的“黑白迁徙”
当雾霾侵扰北方众多城市的时

候，有一群来自西伯利亚的客人——
白鹤正在中国江西的鄱阳湖享受阳
光、碧水、绿草、花香。

每年秋冬季节，当严寒侵袭，远在
西伯利亚的白鹤和青藏高原及其附近
高海拔地区的黑颈鹤就开始了一年一
度的迁徙。

近日，在吉林镇赉县境内的莫
莫格白鹤保护区，两只白鹤在晨曦
中起舞。

新华社发（潘晟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