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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农村，农民的

儿子学了农，自然要为农

村做实事，我这辈子科研

的目标就是让农民能依

靠科技致富。

张桂杰

宁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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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追梦人

◎新华社记者 白田田 任沁沁

离家 140公里的技术集成与示范基地，38岁

的张桂杰每周都要来一两趟。每次到该基地，他

都会换上白大褂，悉心查看滩羊及其幼崽的生长

情况。“尽管现在行政事务多，但我不会放下科研

的。”他说。

在很多人眼里，张桂杰的职业之路走得顺风

顺水：35岁被聘为宁夏大学农学院教授；36岁晋

升为博士生导师；37 岁，他又出任宁夏大学研究

生院副院长。

可张桂杰并不满足，他心里装着“大事”。

“滩羊产业对于宁夏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

喻，但目前整个产业还不是很成熟，我想踏踏实

实做点东西。”张桂杰说。

在近日公布的宁夏 2020 年度科学技术进步

奖名单中，张桂杰团队的研究成果榜上有名。然

而，在他看来，更重要的奖励是：他主导的项目已

建立核心示范点 6 个，近 3 年为当地增加销售收

入 8.7亿元，实现利润 1.6亿元。

用张桂杰的话说：“作为农业科研人，这才是

最好的勋章。”

对宁夏人来说，滩羊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

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宝贝”。宁夏将滩羊定为

自治区九大重点产业之一，规划到 2025 年全产

业链要实现产值 400亿元。

张桂杰的研究方向，是滩羊营养调控和饲草

加工。

博士毕业后，这位山东小伙来到宁夏，“想为

西部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进入宁夏大学以

来，他围绕滩羊产业展开了教学及科研工作，并

在全国首创“滩羊母子一体化”营养调控技术体

系、滩羊体脂重分配营养调控及大理石花纹滩羊

肉生产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体系。

“我刚刚入职时，宁夏滩羊存在皮下脂肪过

多等问题，十分影响口感。”张桂杰回忆道。

怎么才能让滩羊肉更好吃？这个问题困扰

了张桂杰许久，他尝试了很多方法，却未见成效。

此时，张桂杰的爱人患上了妊娠糖尿病。悉

心照看妻子的同时，他想到青少年肥胖可能与母

亲怀孕时的营养状态有关，很担心未来孩子的身

体状况，为此研读了大量有关妊娠期母体营养影

响子代发育的文献。

这些文献给了张桂杰灵感。“妊娠期母羊的

营养状况，会不会也对子代肉质有很大影响？”他

说。

滩羊身上的脂肪分布在 4个地方，对肉质影

响最大的是肌内脂肪。这部分脂肪越多，羊的肉

质就越好。怎样才能让这部分脂肪多起来？

反刍动物的脂肪发育在妊娠中期就开始了，

而根据团队的前期研究结果，精氨酸内源合成激

活剂——氮氨甲酰谷氨酸（NCG）能显著改善育

肥滩羊的脂肪沉积和分配。

“那么，在母羊妊娠中后期的饲粮中加入

NCG，是不是就能改变其子代脂肪沉积的位

置？”张桂杰首先对假设给予肯定并开展实验，采

集新生子代不同组织样品。

“我们在母羊妊娠中后期也就是子代肌内脂

肪细胞刚开始增殖时进行调控，让脂肪细胞数量

增多；而在后期育肥过程中，又通过营养调控让

本来增多的脂肪细胞变肥大，从而提高子代滩羊

肌内脂肪含量。”张桂杰说。

从妻子妊娠经历中获得灵感

张桂杰带领宁夏大学滩羊肉质提升及饲草

料加工团队筛选出 7种添加剂，从母羊怀孕 70天

起至其子代断奶，通过营养调控来改善子代滩羊

的脂肪分布。

这一研究获得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支持。

该项目基地位于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项

目初期，工作条件比较艰苦，张桂杰带着四五个

本科生常年住在基地。2012 年项目开始时，他

的儿子还不满周岁，而到取得初步成果时，孩子

已经上幼儿园大班了。

“光是选择配方、育肥，最少就得花 3个月到

半年时间。屠宰后，还要观察脂肪变化、进行实

验取样分析。我们一直都在摸索中前行，前期实

验失败率曾超过 70%。”张桂杰说。

不过，他又笑着解释：“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前期实验失败率曾超过70%

如何结合本土特色建立饲草加工利用体系，

这一直是限制宁夏草畜产业健康发展的瓶颈，也

是张桂杰多年来探索研究的问题。

“一方面，宁夏面临饲草不足的现状，每年冬

春两季牛羊饲草短缺问题严重；另一方面，好多

资源农民不会用，葡萄酒渣、枸杞碎叶、玉米秸

秆、瓜秧瓜皮、蔬菜尾菜等废弃物，都被随意扔在

农田。其实，通过科学合理的加工调制，它们都

能转化成牛羊喜食的饲草料。”他说。

开发生物饲料，成了张桂杰另一个研究方向。

为此，他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访问学者计

划，于 2016 年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访学，师从有“牧草之神”之称的丹尼尔·安德桑

德（Daniel Undersander）教授，学习牧草生产加

工。他还与日本国际农林水产中心合作，对宁夏

地源性资源进行生物饲料化开发利用。

回国后，张桂杰利用团队筛选的菌剂将柠条

做成裹包青贮饲料，实验组的牛羊吃了这种饲料

后每天能增重 1 两多。他还结合宁夏丰富的酿

酒葡萄渣资源和苜蓿青贮过程中蛋白质降解问

题，开展了相关研究。

宁夏有着丰富的中草药资源，其边角料如果

被制成饲料，或将提高牛羊自身免疫力。如今，

张桂杰又在这方面积极进行尝试，他要让宁夏滩

羊不仅好吃还健康。

谈及未来，张桂杰说自己的下一个目标，是

利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青年人才援助服

务基层的机会，争取将他正在挂职的红寺堡区在

2022年建设成为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

“我来自农村，农民的儿子学了农，自然要为

农村做实事，我这辈子科研的目标就是让农民能

依靠科技致富。”他说。

让宁夏滩羊不仅好吃还健康

从滩羊妈妈从滩羊妈妈““伙食伙食””入手入手
他让小羊长出他让小羊长出““雪花肉雪花肉””

扫描电子显微镜（以下简称电镜）是一种高

端电子光学仪器，被称为“工业的眼睛”。

浙江大学教授张跃飞就是造“眼睛”的人，从

2014 年开始，他带领团队研制出一套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能跨宏观—微观—纳米尺度进行显微

结构与材料性能间关系测试分析的扫描电镜原

位高温力学仪器系统。

今年，由于在该领域作出了贡献，张跃飞获

颁 2020 年度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奖成果转

化奖。

从研究锻造转学电镜

1999 年，张跃飞考入太原理工大学攻读硕

士学位。“我本科专业是材料成型，也叫锻造。

本科期间，我开始对材料微观结构研究感兴

趣，接触到了电镜，读研时对其越发感兴趣。”

他说。

彼时，国内材料领域科研水平不断提升，对

电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可读研时，张跃飞能接

触到电镜的机会非常少。“搞研究用不上电镜，就

像战士没带装备上战场。”他说。

“既然这么感兴趣，我干吗不干脆转学它？”

在既没有高铁也没有微信的年代，张跃飞只身来

到北京，希望拜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电子显

微学领域巨擘张泽，可惜无果。

2003 年 10 月，张跃飞又给张泽发出一封电

子邮件，表示希望跟随他攻读博士学位，在电子

显微学领域做出一番成绩。

虽未收到回复，张跃飞仍报考了张泽的博

士。“复试时，我是第一个进去面试的，这也是我

第一次与张泽院士见面，当时很紧张。”张跃飞

说，直到张泽对他说出“你的邮件我看到了”，那

一刻他知道自己的坚持没有白费。

2004 年秋，张跃飞来到北京工业大学，成为

当年张泽录取的两个博士生之一。入学后，张跃

飞一头扎进了文献和实验的“海洋”里，他和同学

每周都要进行学术汇报，把实验进展、阅读的文

献做成 PPT，在团队会议上进行展示。

“团队开组会，是那时我每周最紧张的时

刻。张泽院士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他会审

核我们列出的每篇文献、每张实验图片，连标

点错误都会指出来。为能做好每周的学习进展

汇报，我常通宵查阅文献、梳理思路。”张跃飞

回忆道。

海外访学播下创业种子

博士毕业后，张跃飞选择留校任教，成为北

京工业大学的一名教师。

彼时，我国电镜整机生产和制造水平远落后

于世界发达国家，再加上进口电镜价格昂贵，使

用机会很有限。

2014 年，已经是北京工业大学教师的张跃

飞以访问学者身份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

这座世界一流的学府里，他不仅接触到世界顶尖

高校的教学、科研模式，还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

生共同探讨先进理念、技术。

沐浴着查尔斯河畔的创新之风，张跃飞开始

思考美国创新力的来源。“麻省理工学院通过促

进科技成果传化，引领航天、计算机等领域的一

系列科学突破和技术进步。我觉得，科研成果要

想为推动国家发展作贡献、为全人类服务，就要

进行转化。”他说。

虽然当初访学的目的并不在成果转化，但麻

省理工学院成果转化的繁荣景象却深深刻在了

张跃飞的脑海里。“麻省理工学院的科研自由度

很高，校内先进的科研仪器大部分都是公共平

台，研究人员只要通过培训，均可预约使用。不

少世界顶尖的大公司都会派专人到学校实验室

考察项目，寻找可转化的成果，有的则常年与实

验室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说。

那时，张跃飞并未意识到，许多年后，这支无

心插下的“洋”柳会长成一株“幼苗”。

自主创业投身成果转化

2018 年，随着知识产权等方面一系列政策

的不断完善，不少科研人员开始尝试进行科技成

果转化。当大多数科研人员把研究成果以技术

转让或技术入股的方式进行转化时，张跃飞则选

择将自己参与、拥有知识产权的国家重大科研仪

器研制项目成果进行自主转化，并创办了与电镜

相关的科学仪器公司。

“当时，周围很多人都说我要经商了、要赚大

钱了，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张跃飞解释。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制造大国，

但张跃飞深知，我国电镜对外技术依存度仍旧很

高。当前，高端科学仪器前 20 强的公司中没有

一家中国公司，中国市场却贡献着世界各大科学

仪器公司大部分的营业收入。

“当时，不少人劝我，别往这个方向做，我们

是做不过国外企业的，人家有几十年的积累，我

们什么都没有。可我不这么想，总有可以努力的

地方。”张跃飞说。

那段时间，张跃飞在麻省理工学院见到的创

业景象，不断在脑中闪回。

直面国外电镜公司的巨大竞争压力，张跃飞

带领团队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把个性化定制显微

观测仪器作为成果转化特色。“我们要做出最适

合中国本土的电镜，打造中国人的‘工业眼睛’。”

他说。

2021年 3月，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个课题组找

到张跃飞。他们深入调研了国外相关仪器产品

的功能、技术指标和售价，以及后续的技术服务

水平，最终决定采用张跃飞创业团队的仪器开发

方案。

今年 10月，张跃飞离开北京工业大学，赴浙

江大学继续研究工作。

谈及未来，张跃飞说，希望可以进一步提高

科技成果转化水平，用更优质的电镜产品服务社

会，同时他还希望以自己实际行动带动更多积极

投身成果转化的后来人。

张跃飞：打造中国人自己的“工业眼睛”
◎实习记者 王 烁

带上干粮，背上行囊，跨上摩托，伴随着打破黎明的那一声轰鸣，动物

监测队队员们开启了新一天的雨林调查。

在 496.3平方公里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吊罗山片区中，热带低地

雨林、热带山地雨林和山地常绿阔叶矮林自下而上分布，峡谷纵横、溪流

环绕。这里共发现维管束植物 2126种，脊椎类动物 369种，其中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1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63种。

在吊罗山，动物监测队队员们日复一日地行走在雨林中，有过欣喜，

也有哀伤，和这片雨林里的生灵一起谱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那一刻，值了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亚洲小爪水獭是淡水河流生态系统指示性生物，

主要以鱼虾、螃蟹为食，吊罗山水资源丰富，水质好，因此小爪水獭极有可

能在这里出现。吊罗山动物监测队队长罗樊强和队员们将寻找小爪水獭

作为重要监测研究方向。

2017年 3月 1日，罗樊强在雨林深处溪流边的土地和岩石上，发现了

小爪水獭的足迹和带有鱼骨残渣的粪便。为了能更“温柔”地“捕获”小爪

水獭踪迹，罗樊强和队员们规划了十几条调查样线，并在沿途布设红外线

自动相机。

一两天走一条调查样线，一次又一次地更换红外相机电池和存储卡、

查看相机图片，在期待与失落的循环往复中，终于在 2017年 12月 24日凌

晨 4 时 30 分，红外相机拍下了小爪水獭的珍贵身影。在看到图像的那一

瞬间，罗樊强随即和有关专家取得联系，当确认这就是亚洲小爪水獭这一

珍稀物种时，罗樊强激动地和同事相约，下班后喝了顿海南“老爸茶”，庆

祝这一发现。

“所有的等待，在发现惊喜的那一刻，全都值了。”

小爪水獭的监测依旧在进行，目前海南已发现 5只，且全部出现在吊

罗山。

那一秒，痛了

在上山途中，动物学专业出身的罗樊强察觉出一丝不对劲，空气中时

不时飘来一种酸涩腐烂的味道，寻着气味，只见一条 3米多长的眼镜王蛇

盘卧在溪流边的草丛里。

“是上游溪流把它冲下来的，本来就奄奄一息，又被鸟类天敌啄食，一

番挣扎之后，最后死去。这可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长这么大也需要十几

年……”

那一秒，哀伤和遗憾在罗樊强脸上一展无遗，泪花在眼里闪烁，男儿

的温柔在此刻深情流露。“它从自然中来，就让它再回到自然中去吧。”

罗樊强解释说：“我们动物监测队要做的，就是在保持雨林生态系统

的原真性、完整性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尽量避免人为干扰。”

那一天，懂了

护林员周学回忆说，在一次上山攀爬途中，同事像往常一样拽着树枝

上去，不料一条伏在枝干上的蝮蛇猛地窜出来，咬了他一口。经紧急处理

后，同事被送往医院，幸好救治及时，并无大碍。

因蛇致伤对雨林守护者们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即便如此，面对挡路

的蛇，他们也不忍伤害。

一次巡山中，一条横行霸道的剧毒蛇挡住了罗樊强一行人的去路，立

起身体的蛇已进入准备攻击状态，这让同行队员们很是紧张。罗樊强果

断拿起了蛇夹，将它放归山林。

险境之中，罗樊强的冷静和勇敢，让同行的年轻队员林旋大受震撼。

这次难忘的巡山经历过后，林旋对这份职业又多了一份敬重。

“我很佩服队伍中经验丰富和知识渊博的前辈，我想一直向他们学

习，在这里扎根，与这片雨林为伴。”林旋说。 （据新华社）

他们扎根海南深山

呵护热带雨林“精灵”

出生在湖南新化县的一个小山村，邹彬初中毕业后就跟着父母到建

筑工地打工，搅砂浆、搬砖头、砌墙，苦活脏活不挑。

工地的条件大多不好。他曾经住过在建毛坯房的地下室，地面积水

漫过脚面，只好用钢管搭个架子，铺块木板便是床。

刚入行时，常被工友们笑“傻气”，因为当时工地上实行计量发薪水，

砌墙越多工钱越多，但只要砌得不美观，他就推倒重砌。

“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标准，才过得了心里那一关”——“工匠精神”正

在邹彬身上悄悄萌芽。

2015 年，靠着练就的砌墙绝活，邹彬被中建五局推荐参加第 43 届世

界技能大赛，一路过关斩将拿到砌筑项目优胜奖，实现了中国在这一奖项

零的突破。

“为国出征，吃再多苦我也不怕！”回忆备战时日，由于读书少，他对几

何知识、图形测算几乎无法理解，直接影响了作品效果。反复训练、强化

理论课程 8个月后，他终于能精确计算出各种图形数据。

安全帽、灰工装，笔直的西裤，黑亮的皮鞋，手握一把检测尺……如今

的邹彬，看上去职业、精神。

他被中建五局总承包公司聘为项目质量管理员，成立了“小砌匠”创

新工作室。2018 年，邹彬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是湖南代表团中最年轻的

一员。

能够登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他深深地感恩

这个时代，“工匠精神”得以崇尚，“我也因此可以为更多和我一样的人

发声”。

“我要为建筑工人代言。”他说，如今的建筑工人不是古老的“泥瓦

匠”，不是过去的“农民工”，而应该是新型建筑产业工人。

“小砌匠”拥抱了大时代，邹彬多了几分成熟。外出开会、接受采

访，他会穿着衬衫、西裤和皮鞋。但他最喜欢的，还是穿着劳保鞋，在工

地里转。

邹彬：靠砌墙绝活为国征战

就不觉得难了。我们一边失败、一边改良。”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张桂杰团队的努力下，

滩羊新生子代的初生体重提高了 12.6%，新生滩

羊蛋白质沉积率提高了 15.1%。

在此基础上，该团队又根据滩羊蛋白质和脂

肪沉积规律，开展肉质提升靶向营养调控，使得

滩羊瘦肉率提升 8.3%，滩羊肉肌内脂肪含量提

高 37.2%，鲜肉中大理石花纹特征明显。

民间把他们研制出的、有大理石花纹的滩羊

肉称为“雪花羊肉”。该肉中白色脂肪均匀浸入

红色肌细胞，斑斑点点犹如雪花；将该肉切片、涮

熟后嚼一口，鲜嫩多汁。

张桂杰也因此得到了业内认可，一举获得第

九届大北农科技奖创意奖。这是张桂杰第一次

拿到科研奖项，他更加坚定了走下去的信心。

随后，该团队又通过构建滩羊异食癖模型，

明晰了宁夏地区滩羊异食癖发病的主因，通过构

建营养调控体系，使滩羊异食癖发病率降低

50%，日增重提高约两成，为滩羊产业的高效发

展提供了技术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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