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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追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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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

陈伦林时，身穿白大褂的他正弯着腰在田里观察

油菜的生长情况，身上背着蓝书包、手里拿着笔

记本。

“你看，这些油菜长得多好，叶子多绿。”看到

记者前来，陈伦林二话没说，便把记者拉到油菜

地里，“显摆”自己的成果。

“每天睁开眼，我就想着这些油菜。来到地

里，经常一干就是一整天。”陈伦林笑着说，油菜

是我国第一大油料作物，每年提供食用油约 520

万吨，占国内油料作物总量的 55%，我国油菜需

求量巨大。让老百姓吃上“好油”，是他一直想干

的事儿。

为了研究油菜，陈伦林当了快 20 年的“农

民”，面朝黄土、背朝天成了家常便饭。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2020年，陈伦林及团队成员育成的油

菜品种“赣油杂8号”，其平均亩产达223.7公斤，创

造江西省稻油轮作油菜机收实产单产新纪录。

上月底，首届“江西青年科技奖”获奖名单公

布，陈伦林凭借在油菜领域取得的多项开创性研

究成果名列其中。

加快油菜种子选育速度

陈伦林与油菜的缘分，始于 2003年。

那一年，他在写本科毕业论文，研究对象就

是油菜。2004 年，他攻读发育生物学专业研究

生，师从我国第一位农学博士、华中农业大学教

授孟金陵。

2007 年，硕士毕业后，陈伦林加入了江西省

农科院作物所油菜创新团队，从事油菜育种研究

工作。

江西是我国最适宜种植油菜的区域之一，由

于地域特点及品种特性差异，培育优良的油菜品

种需通过异地夏繁加代，但即便如此，也难以满

足高效育种的需求。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伦林综合光周期、光

谱、温度及株型等因素对油菜种子进行全生育期

调控，率先创建了油菜“一年五熟加代”技术，仅用

70天就能“孕育”出一粒种子，育种效率是传统方

法的2.5倍。“这样一来，就能大大加快品种选育的

速度。”谈及自己的科研成果，陈伦林眼中带着光。

成绩的背后，是陈伦林超过常人的付出。

“每天，我面对油菜的时间甚至比家人还

多。”陈伦林笑着说，自从进行油菜研究工作以

来，试验田、实验室、办公室甚至家里的阳台都成

了他的试验场所。

陈伦林的家人说，他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

样，呵护着这些油菜幼苗。入冬前，他忙着培育

壮苗；开春后，他守在地头等待油菜开花。

“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家里人就种油菜，我

对油菜的感情很深。”陈伦林笑着说。

此外，为了提升自己，2013 年陈伦林在职攻

读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研究生，师从中国工程院院

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傅廷栋。

给种植户送去致富“金点子”

“陈老师快帮我看看，我家的油菜是不是缺

肥了。”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宣风镇种粮大户李

金萍在“芦溪县种粮大户农业技术交流群”里急

切地问道，陈伦林仔细看着李金萍通过微信发来

的图片和视频，立刻给出了解决方案。

为农户们答疑解惑、出谋划策，送去一个又

一个致富“金点子”，这成了陈伦林的另一项重要

工作。

为了能实现增收增产，陈伦林及团队成员

育成“赣油杂 8 号”等 11 个油菜杂交品种，实现

了我国中南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油菜品种的

互补配套。

“近三年‘赣油杂 8号’的推广种植面积约为

年均 75 万亩，是江西省种植面积最大的油菜品

种。”陈伦林说，本地农民通过选种“赣油杂 8

号”，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收益。

近年来，“赣油杂 8号”等强优势品种的育成

与推广种植，扭转了省外品种长期主导江西省油

菜发展的局面，为江西省油菜产业发展贡献了自

主科技力量。

陈伦林送给农民的，不只是优良的油菜品

种，还有成熟的配套技术。据了解，陈伦林及其

团队成员针对江西省农作物机械化种植面临的

突出问题（丘陵山地多、田块小、机械化程度低

等），再根据不同油菜品种特性，研究出一套油菜

高质高效生产技术，并将其教授给种植户。

据统计，上述新品种、新技术在江西、湖南、

湖北等油菜主产区得到推广应用，累计推广面积

达 2338.06 万亩，实现社会经济效益 57.89 亿元，

为我国油菜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要让赣鄱大地开满油菜花

“如今，油菜不仅被用来榨油，还有很多其他

用处。”陈伦林说，“比如，硫苷含量低、青饲产量

高的饲料油菜品种可被用来制作家畜饲料，养育

油菜花还能促进旅游业、养蜂业的发展。”

陈伦林每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待在田间，下田

的日子，按他自己的话就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

身泥”。很多人说，他看起来不像个研究员，更像

个农民。

他自己则说，搞农业科研，一定要多到田间

去，多和土地、庄稼、农民打交道。只有知农、恋

农、为农，时时事事为农民着想，才有可能取得实

实在在的科研成果。

“我有个花田梦，就是让赣鄱大地开满金色

的油菜花，我觉得这一天并不遥远。”陈伦林在采

访最后说。

陈伦林和他的“花田梦”

搞农业科研，一定要多到

田间去，多和土地、庄稼、农民

打交道。只有知农、恋农、为

农，时时事事为农民着想，才

有可能取得实实在在的科研

成果。

陈伦林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
究员

外表分毫不差的机械配件，过一下手就能知道合格与否——在最基

础的钳工岗位上，陈军已经干了三十年。疫情期间，技术精湛的陈军和他

的“工人先锋号”迎来了“高光时刻”。

50岁的陈军是南通通机股份有限公司一名技术工人，他带领的装配

班组是江苏省总工会授予的“工人先锋号”。他所在的企业是一家主营日

用化工相关智能装备制造的企业，为多个世界 500 强企业提供自动化生

产线设备。由于疫情时期的特殊需要，公司转产口罩机。

当时，还在休假的陈军就接到维修口罩机的任务。而口罩机是陈军

团队从未接触过的机器类型。“我们平时做的设备智能化程度高，机械构

成复杂，但原理都相通，所以坚信凭积累我们能够胜任，而且在疫情防控

的关键时刻，行不行都要试一试。”陈军说。

从早晨 7点干到晚上 9点，陈军团队就将南通海安一家口罩生产企业

的 3台耳带机、30多台点焊机修复完毕，口罩产能至少提升 20%。

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不少企业慕名求助，到了其中一家，陈军傻了

眼：这是一批上世纪末的口罩机，是企业 2009 年购买的二手机器。企业

负责人坦承：“要不是疫情，过完年就准备当废铁卖了。”

修复这种老旧机器对陈军来说技术上并非难事，最大的问题在于买

不到配件。在陈军带领下，工人们硬是自己动手加工配件，3 天就把 3 台

锈迹斑斑的口罩机“抢救”过来，保证每台能够日产口罩 2万只。

疫情期间，陈军团队修复口罩机都是公益性的无偿服务。由于技工

不能返厂，他们还义务承担起保养维修的职责。有一家企业新购入的一

条 N95口罩全自动生产线无法运行，厂商要求运回广东东莞调试。团队

中的电气工程师周建鹏接手后，不到 10 分钟就排除了故障，为口罩生产

争取了至少一周时间。

“都说演员‘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其实技术工人更是如此。但

平庸和卓越的区别，就在于对重复的态度，匠心背后也正是对枯燥的坚

守。”通机股份副总经理孙倩说。

陈军说，他天生热爱机械，从未觉得枯燥，反而乐在其中，即使工厂改

制前到了发不出工资的地步，也从没考虑过转行或放弃。工友和徒弟们

说，“陈军把每一台设备当成作品雕琢，是我们身边的榜样。”

他在抗疫最“钳”线

抢救老旧口罩机

背起行囊，拿上一把弯刀，一行人向苍莽的大山深处走去，远方就是

连绵雪山。

他们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大邑管护总站的巡护队员，常年在

山林穿行，一天跋涉二三十公里是常态，人送他们外号“草上飞”。

队员们巡护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大邑片区，是邛崃山系大熊猫繁衍生

息的重要保护地，也是同时拥有大熊猫、雪豹双旗舰保护物种的区域之

一。境内的西岭雪山因“诗圣”杜甫的千古绝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

吴万里船”而闻名于世。

林木苍翠、溪流淙淙的小河子沟，是他们日常巡护的起点之一。巡护

队员张学良早年当过兵，家就在小河子沟不远处的云华村。顺沟而上约

半小时，队员们依次踩着湍急水流中凸出的石头跨过溪流，爬上斜坡，钻

进密林深处。

“原始森林中根本没有路。”张学良说，“刀就派上用场了。”负责开路

的队员在前方用刀披荆斩棘，队员们手脚并用无畏前行。随着海拔从

1000 多米到 5000 米以上，森林逐渐变成高山草甸、雪山。一次巡护下来

经常需要半个月。

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在无人区的密林中穿行，跋山涉

水，风餐露宿，艰苦的环境使得巡护员不仅似“草上飞”，还练就了“树上

爬”“河里跳”的必备技能。

除了防火、防盗伐、防偷猎，安装红外相机、更换电池、取存储卡是队

员的重要工作之一。2020 年 4 月的一天，队员赵建国和 5 名队友正在更

换红外相机电池，忽然前方密林中出现上百只牛羚。受到惊吓的一群牛

羚慌不择路，朝着队员方向飞奔而来。

牛羚个大体壮，要是被撞上，后果不堪设想。“快上树！”，情急之下，

“嗖嗖嗖”，6 人就近快速爬到树上躲避。“我们低头看着一只只牛羚飞奔

而去，大气都不敢出！”赵建国说。

还有一次在山沟里，张学良忽然脚底一软，猛地发现踩到草堆里的一个

大蜂巢，顷刻间数百只野蜂展开群攻，队员们赶紧奔向河边，跳进河水中。

辛苦和惊险之外，这些年张学良最开心的是，数次拍到大熊猫和“雪

山之王”雪豹。他逢人就说跟大熊猫有缘。2018 年 5 月 28 日，一只大熊

猫跑进了村民种的竹林里偷吃竹笋，被张学良“逮到现形”：嚓嚓嚓，竹林

中，熊猫吃得正惬意，他拿起手机拍下视频，并学熊猫“嗯嗯”的声音呼唤

它，“它一点也不怕，叫它‘老猫儿’也不怒，愣是吃饱了才走。”

大邑管护总站大蒜坪站负责人庞明建介绍，2015年四川省第四次大

熊猫调查结果显示，大邑县区域内野生大熊猫数量已经增长至 26只，“现

在实际上可能更多。”此外，珍稀动植物也更加丰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有 50多种，红豆杉、珙桐等高等植物有 2063种。

赵建国说，打猎和偷猎已经绝迹多年，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十年前，

有时巡一次山，一只野生动物都见不到，动物粪便都见得少。现在巡山就

像进了动物园。”2020 年 11 月他防火巡山时，还看到一只大熊猫在吃竹

子，距离只有 50米左右。

常年守护雪山森林，他们对大自然充满敬畏。“在山里，我们走的都是

动物走过的路，它们给我们引路。”57 岁的赵成伟是巡护员中年纪最大

的，“人和野生动物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把生态环境保护好了，人与自然

才更和谐。”

这群“草上飞”

在千米雪山守护“国宝”

周一有约

◎新华社记者 杨三军 张海磊 高搏扬

前不久，得知自己获得“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后，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李三忠

第一时间把喜讯告诉了已年近八旬的父亲。他

的父亲说：“你与李四光虽从未谋面，却一路受他

鼓舞。”

李三忠与中国现代地质学开拓者李四光

的缘分，要从他上学时说起。李三忠不仅就读

于李四光创办的学校，还持之以恒地践行着

“李四光精神”——科学创新、热爱祖国、勇于

创造……

“从没想过自己能得这个奖，我只是一位普

通的地学研究者。”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李三忠

对科技日报记者说，“我们地学人就像是给地球

看病的‘医生’，通过分析其症状、病史，确保其健

康发展。”

1986 年，带着对地质学的好奇，李三忠来到

了长春地质学院（现吉林大学），开启了十年的求

学生涯。在大学里，他展现出非凡的素描和绘图

天分。

“那时候，师兄们去野外都喜欢带着李三忠，

他能吃苦，而且野外地质素描画得非常漂亮。”李

三忠的师兄兼硕士生副导师、中国海洋大学海洋

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海洋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刘永江说，长期的野外训

练，锻炼出李三忠敏锐的观察力。“他能察觉出石

头外观的细微差异，比如颜色、厚度等，他不仅把

握得准，而且画得快。”

在后来的科研工作中，李三忠还对比研究过

火星、金星和欧罗巴星的地质条件，分析过一块

石头的元素含量、同位素组成情况和地质年龄，

开展过南海、东海的深水能源勘探……

在 2018 年，凭着这股执着，李三忠迎来了自

己的“高光时刻”——建立起微板块构造新原理。

诞生于上世纪的板块构造理论，常被用来解

释地球地壳运动的产生原因。根据这一理论，地

球表面覆盖着内部相对稳定的板块，这些板块以

每年 1 到 10 厘米的速度在移动。但学界普遍认

为，有三朵“乌云”悬浮在这个理论的“天空”中，

即它无法解释板块起源、板内变形和板块动力这

三大难题。

于是，为了扫除“乌云”，李三忠将全球板块

划分为 1000多块微陆块、微洋块和微幔块，创立

了微板块构造理论框架，系统重建了 25 亿年以

来的古海陆新格局，揭示了洋陆过渡带盆地群的

多圈层耦合成盆新模式。

英 国 杜 伦 大 学 教 授 、国 际 知 名 地 球 物 理

学家福尔杰评价该成果：“这是一项具有创新

性、挑战性的工作，必将使得全球构造研究面

貌一新。”

扫除传统板块构造理论的“乌云”

划分地球板块新格局，只是李三忠学术成果

的一部分。

从业数年，他发表了超 600 篇论文，其中高

质量 SCI 收录 340 多篇，多次入选全球地球科学

领域高被引科学家名录；2014 年，他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奖二等奖……

而这背后，是李三忠超乎常人的付出。

“他是时时刻刻拧紧的发条，不曾松过一

刻。”同事们都说，李三忠是单位有名的“拼命三

郎”。

“李老师可以一天不出办公室，没人提醒他，

他连喝水、吃饭都记不起来。”中国海洋大学副教

授、李三忠的学生索艳慧说，恩师的“废寝忘食”，

让她既钦佩又无奈。“我们放假前会给李老师买

野外调研时经历“九死一生”

“李三忠是一位战略科学家。”这是很多人的

共识。

2016 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

新规划》，其提出要加强深海、深地、深空、深蓝四

个领域的战略高技术部署。而早在 2010 年，在

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和麻省理工学院交流

访学的李三忠，便提出了“四深”的雏形。

“在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

访学考察时，我发现他们研究的落点是人类命

运和前途，格局和国内很不一样。”李三忠说，

那时为了进一步了解国外研究理念，他主动联

系高水平学者和高校进行访学，尝试建立交流

合作关系。

“GPlates（板块构造交互可视化软件）就是李

三忠去澳大利亚交流后，在国内推行的软件。当

时，国内没几个人会用，他回国后立马派学生去

澳大利亚学习。”刘永江说，单位的很多先进技

术、经验都是李三忠从国外带回来的。

2016 年，李三忠开始担任海底科学与探测

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寻求在人才引进

与培养、研究创新与范式变革等方面进行突

破。近 3 年来，他引进了十几名国内高水平海

洋地质人才。该实验室科研团队在海底可视

化电视抓斗、海洋大地电磁探测系统、大型地

震处理软件研发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围绕

“两洋一海”基础海底科学问题取得了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成果。

“广阔的科研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能帮

年轻人更深入地了解专业、未来更好地服务国

家。”2020 年，李三忠主动联系教务处，为本科生

开设了通识课《海洋大历史》，以拓宽学生的视

野，帮他们养成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每个周末，李三忠都会去实验室“查岗”，以

了解学生的科研进展，问问他们“最近搞了什么

创新”。“李老师的督促就像一双有力的大手，推

着我们去思考、进步。”李三忠的学生说。

这个闻名全院的“创新拷问”，是李三忠跟自

己老师学的。从李三忠做博士后一直到现在，自

己的老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国伟常这样问他。

“它逼着我不断深入地去思考，不敢停下脚步。”

李三忠说。

谈及未来，李三忠说，近 5年是机遇期，自己

要带领团队成员做两件事，一是面向国家“双碳”

战略，构建地球无机碳循环与构造的关联，以地

球系统科学理念创新发展“碳构造”；二是面向国

民经济主战场，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发展数字预

测、智能勘探，推动孪生地球数字革命、勘探与研

究范式的双重变革。

用“创新拷问”督促学生进步

李三忠李三忠：：划分地球板块新格局划分地球板块新格局
一箱泡面，因为他假期也会一直在办公室，泡面

就是他的午餐。”

2013 年，45 岁的李三忠成功申请到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这是他第 7次申请。回忆

起最后一次申请前的冲刺时光，索艳慧至今记忆

犹新。

“当时，我们和李老师一起熬夜写材料，从晚

8点写到第二天早 8点，只有他还保持着清醒，边

逐字修改边跟我们交流，而我们早就困得横七竖

八了。”索艳慧回忆道。

“那次申请是一场磨炼。”李三忠说，“申请之

前和之后的我是不一样的，这个过程是一笔宝贵

的财富。”

这份吃苦耐劳，源于李三忠性格中的坚韧。

他戏称，野外多次“九死一生”，这些经历把自己

磨成了一块“石头”。在出野外时，他曾从山路跌

落至陡崖下，也曾被手指粗的树垛尖刺穿手背。

最危险的一次，李三忠在东北某原始森林出

野外，被“草爬子”（蜱虫）叮咬，体内就此留下了

伴随终生的毒素。

想要取得科研成绩，需要野外实践探索，也

需要深厚的理论积累。

走进李三忠的办公室，映入眼帘的，几乎全

是书，桌子上、抽屉里、椅子下面都堆满了书。不

管去哪儿出差，李三忠都背着书包，里面装着电

脑和书，“不背就不踏实”。为了编著《海底科学

与技术》系列丛书，他参考了 2000多本国内外专

著，翻阅了国际最新的专业书籍。

李三忠在展示从野外采集的岩石李三忠在展示从野外采集的岩石 刘邦华刘邦华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