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付毅飞

春耕备耕时节，湖南省常德
市桃源县积极开展“送农机培训
下乡”活动，把农业机械培训搬到
田间地头，解决农民在农业机械
作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为春耕
备耕提供技术保障。

3 月 14 日，在常德市桃源县
陬市镇小马山村，农民学员练习
操作农机。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摄

农机培训

进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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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16 日 3 时 56 分，我国电磁

场理论与天线技术专家、原第七机械工业

部第二研究院 23所副所长、中国工程院院

士陈敬熊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

101岁。

陈敬熊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突出

贡献。抗美援朝期间，他关于军用短波天

线的研究成果，帮助解决坑道战通讯难题，

为传递军情赢得宝贵时间；他为我国第一

代地地导弹“东风一号”的天线奠定了理论

基础，让导弹拥有了锐利的“眼睛”；在他的

领导下，我国第一代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红

旗一号”制导站天线实现性能飞跃；他牵头

我国防御系统初期多个雷达的建设，填补

多项技术空白；他为祖国培养大批优秀人

才，被称作航天事业“育苗人”……在与科

研相伴的 70 年里，他坚守强国梦想，矢志

不渝。

指引红旗导弹击落“U-2”

1957 年，陈敬熊所在单位与其他数家

科研单位组建成国防部五院二分院，他成

为我国第一代航天人。

随后他就迎来一项重大工程——研究

“1059”（后称为“东风一号”）导弹天线。这

是导弹的“眼睛”和“指挥棒”。

“1059”是以苏联“P-2”导弹为原型结

合国内实际仿制的第一代国产导弹。当时

苏方提供的图纸不完整，对关键技术问题

也守口如瓶。陈敬熊带领团队自力更生，

吃透导弹天线设计原理自己研制，并打破

了苏方专家关于天线设计的理论限定。

这成为新中国科技工作者自主创新的

典范之一。

与此同时，我国也在开展“543”（后称

为“红旗一号”）地空导弹仿制工作。

当时美蒋利用 U-2 高空侦察机肆意

侵入我国领空进行挑衅，威胁我国国土安

全。

导弹能否击中高空目标，全靠制导站

测定目标的相对位置，然后通过计算向导

弹发出控制指令。1963 年，“543”制导站

等重点设备相继完成生产，仿制工作进入

定型试验阶段，制导站天线系统却出现误

差。

1965 年 7 月的一天，钱学森约见陈敬

熊，点名让他攻关“543”制导站天线误差问

题。陈敬熊带领攻关小组历经半年时间，

经过深入理论分析和上百次试验，发现是

苏方的天线设计存在问题。攻关小组改变

了设计思路，更改了设计方案，试验证明，

改装方案完全正确。由此，已经生产出来

的 24 部配套“543”导弹的天线被“治愈”，

性能超越苏联同型号天线。

这一成果后来被沿用到红旗二号和红

旗二号甲导弹天线的研制中。1967年 6月

27 日，红旗二号导弹首次击落 U-2 飞机，

担起了保卫祖国领空的神圣职责。

因为相关关键技术，陈敬熊 1987 年荣

获国家发明一等奖。

以数学作为攻克难
题的利刃

陈敬熊从小喜欢数学，从初中到高中，

一直是数学尖子。

1948 年 9 月，他以微积分第一名的成

绩考取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导师张钟俊

教授对他说：“数学能力是电信研究的基

础，希望你以后能发挥这一特长。”

陈敬熊做到了。

天线设计中的数学计算一直是难点，

尤其在短波天线领域，在选择设计方法时，

一般都先采用数学近似计算，得到与实际

情况较接近的方法，然后再在工作中进行

试验。这种方法不仅工作量大，而且难以

找到最优方案。陈敬熊想出一个办法，从

基本模型出发推导出一个合理、有效的全

新计算方法，可以加快设计过程，提高天线

精度。

精益的数学思维让陈敬熊在“1059”导

弹天线设计时，开创性地提出了麦克斯韦

（Maxwell）方程直接求解法，以简单、直观、

不易漏项的运算，简化了金属圆锥体、圆柱

体、抛物柱体等设计公式的推导，为导弹天

线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陈敬熊在数学方面

的专长，让钱学森都印

象深刻。正因如此，在

“543”制导站研制出现

天线系统误差问题时，

钱学森第一时间找他来

解决。

在几十年科研工作

中，陈敬熊以数学作为

攻克电磁场、天线、雷达

等通信领域研究难题的

一把利刃。“不要认为我

们是搞工程的，数学可

有可无。”他说，“数学是

一门逻辑性非常强的学问，是基本功。”

为航天事业播撒科技星火

2019 年 4 月 24 日，受邀参观中国航天

科工二院院史馆的陈敬熊，不经意间与 59

年前的自己隔空对望。墙上一张“陈敬熊

带徒弟”的照片，记录了他培养年轻科研人

员的情景。

当时，我国航天系统急需人才。全国

一年大学毕业生约 8 万人，分配到航天系

统的达到 2 万多人，即使如此仍远远不能

解决人才匮乏问题。国防部五院不得不从

理工类高校和部队中选材加入科研队伍，

但他们的知识结构一时很难适应工作要

求。

陈敬熊主动向院领导要求承担青年科

技人员培养工作，率先提出“导师带徒”的

人才培养方法。他鼓励有技术基础的徒弟

勇于实践，对没有专业知识基础的则手把

手地教，很快培养出一批青年技术骨干，一

些优异学生更是成长为技术专家。1961

年，“导师带徒”开始在二分院推广。

为了满足人才梯队建设的需要，陈敬

熊开始为航天系统自主培养研究生的工作

奔忙。他先后在北大、清华、北航等高校执

教，为航天事业的发展播撒科技星火。在

为北航讲授“电磁波理论”时，因为是一门

全新课程，没有现成教材可用，陈敬熊动手

编写了《电磁波理论》，分享自己多年电磁

场微波理论研究的心得。

1981 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布恢复研究

生学位教育以来的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名

单，二院有 2人获得资格，陈敬熊是其中之

一。1982 年，23 所正式招收第一届硕士研

究生，陈敬熊主持招生录取、阅卷和面试工

作 ，并 成 为 该 所 首 位 硕 士 研 究 生 导 师 。

1985 年他又成为二院首批博士生导师之

一。年过花甲的他，仍经常在黑板前为学

生推导公式，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

2021 年 10 月 13 日，航天科工二院举

行“弘扬航天精神 传承奋斗品格”百岁院

士陈敬熊科学人生座谈会，陈敬熊与平时

难得相见的老朋友共聚一堂。尤其让人印

象深刻的是，95 岁的张履谦院士来到陈敬

熊的轮椅前，艰难地弯下腰，两位老友紧紧

拥抱在一起。

这次“195岁的拥抱”，已成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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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回暖，春色愈浓，南方的田野四处都

在迸发着春的味道。“突！突！突！”一台耕田

机翻滚着齿轮，在田野里来回“奔跑”，几分钟

后，偌大的一块田地被翻耕得疏松平整。在

江西省新干县金川镇长港村，春耕备耕工作

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经过春风细雨滋润的

田野散发着泥土的清香，农户和“田管家”们

抢抓农时整地、育苗、覆膜，一片片良田沃土

焕发出勃勃生机。

“田管家”走马上任保春耕

一年之计在于春，农时不等人。

3 月 16 日一早，趁着晴好天气，江西省

新干县金川镇长港村种粮大户魏仕连带着

记者和村民一起下了田，离田地还有一段距

离，油菜花香夹杂着浓郁泥土的气味扑鼻而

来,仿佛迫不及待地告诉人们春天来了。“我

们农场今年流转了土地 2860 亩，新购了 10

台高速插秧机，以备早稻生产，今年在早稻

种植面积上比去年增加 10%左右。”魏仕连

带着“田管家”一边犁地一边与记者聊道，春

耕的育种现在已经启动，第一批种子在 3 月

9 日之前就已经通过机器插秧播下了，他现

在采取“田管家”的种田组织管理新模式，依

托他创办的新干县华鑫农机服务专业合作

社和家庭农场，实行了“总部”主导—层级分

管—工资保障—利益分红的组织管理模式。

王园儿是魏仕连委托的一名资深“田管

家”，两人合作了好多年，每年托管水田 1000

多亩。王园儿之前也在外承包过地，由于各

方 面 原 因 ，亏 得 一 蹶 不 振 ，处 于“ 失 业 ”状

态。魏仕连看中他有技术肯做事，邀请他当

“田管家”。水田机耕、育种插苗、农药播撒

等，只要王园儿能做的，都由他亲自管理。

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或一些田间杂事，王园儿

则 再 细 分 给 一 些“ 小 管 家 ”。“ 我 每 月 工 资

3000 元 左 右 ，加 上 分 红 ，一 年 收 入 12 万 多

元，比之前自己创业收入高多了。”谈起自己

的新职业，王园儿笑着说。

齐抓田间事儿共管
“饭碗田”

忙完了田里的活儿，魏仕连与“田管家”

们一起讨论春耕相关事宜，在其讨论的分工

图上记者看到，家庭农场的场长为魏仕连，

其下分了 4 个分场，每个分场都有 2 名负责

人，这 4 个分场下还划分了 4 名责任人。在

另一张图上则用圆点标注着魏仕连承包水

田的位置，位置旁边写着各区域“田管家”的

名单。记者数了数，大小“管家”有近 20 名。

“田管家”的“管”在哪儿？“‘田管家’模

式有大队长、小队长、组长还有包片人。”魏

仕连介绍说，“我们 2800 亩田的运作模式就

是由两名大队长总承包，然后他们再划分了

4 个小队长，小队长又有 5—6 个小组长的模

式，带他们建立田间管理。”小组长在具体过

程中起到什么作用呢？“放水、处理病虫害、

施肥、打药等，主要是围绕着我们水稻生产

方面的一些细节上做好技术工作。”魏仕连

说，“田管家”们各司其职，从种子购买到农

资购进、田间管理，再到收割销售，为“总部”

提供“一条龙”服务。

据了解，在收入方面，“田管家”们既拿

工资，又有分红，比自己种地要划算得多。

“田管家”通过在合作社务工，每年可以实现

增收 4 万余元，一些“田管家”通过年底分红

收 入 可 超 过 10 万 元 。 魏 仕 连 笑 着 对 记 者

说，有了“田管家”，他当起了“甩手掌柜”，可

以把更多的时间用来研究国家惠农政策、规

模化经营、现代化管理和水稻种植技术。

近年来，江西一些地区粮食生产正在经

历从“散户”向“大户”的转变，“田管家”这种

新颖的种田组织管理模式在各个产粮区颇

受种粮大户们的青睐。

新干县的“田管家”模式仅仅是创新春

耕的一个缩影。这个春天，一场春耕保护

战，正在江西全面打响。

江西：村里有了“田管家”管好护好“春耕田”

一年春作首，万事勤为先。3 月 14 日，

记者来到甘肃省静宁县城川镇红旗村的有

机蔬菜大棚种植基地，蔬菜大棚里暖意融

融，菜香扑鼻。菜农们有的忙着采收蔬菜运

往市场，有的正在平整菜畦，抓紧时间栽种

今年的第一茬蔬菜苗，现场一派热闹的劳作

景象。

城川镇红旗村是静宁县远近闻名的蔬

菜种植村。一大清早，菜农何贤娃和妻子正

在大棚里采收菠菜。“家里承包种植了 5 个

大棚，这茬种的全是青菜，因为市场需求量

大，根本不愁销路。最近蔬菜价格上涨，这

几天已经卖得差不多了，一茬菜一个棚大概

能卖 8000 元，别人家劳力好的一年可种四

五茬，我们老两口年纪大，种三茬就行。”何

贤娃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记者了解到，静宁县城川镇有机蔬菜大

棚示范基地立足城郊区位优势和群众先天

蔬菜种植基础，2020 年在红旗村吕河社建成

标准化设施蔬菜大棚 150 座。2021 年又争

取项目资金，进一步扩大基地规模，在红旗

村胡河村新建蔬菜大棚 200 座，在大地滩新

建日光温室 20 座，改建 18 座。

同时，城川镇为解决蔬菜销售难、商品

化程度不高的问题，又通过引进企业，配套

建 成 占 地 400 平 方 米 集 收 购 、分 选 、清 洗 、

包装、销售为一体的现代有机蔬菜分拣包

装 车 间 ，车 间 设 施 设 备 预 计 在 3 月 底 全 部

上线并投入运行。

近年来，该镇通过合作社示范种植、统

一组织和种植技术指导，带动菜农自行自愿

种植。城川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托“合

作社+订单”的模式，采取签订保底价合同

收购、订单种植的方式，引导菜农种植经济

价值较高的萝卜、菠菜、芹菜、生菜等蔬菜。

目前，全镇设施蔬菜年产量预计可达 5600

吨，产值 3200 万元。

据了解，静宁县根据全县产业现状、产业

规模、优势特色、发展潜力等因素，聚焦建链

强链延链补链。今年，该县将围绕特色蔬菜

产业链，坚持有机、绿色、无公害发展方向，加

快推进蔬菜产业区域化布局，建设特色瓜菜

生产区和蔬菜生产基地，有效提升蔬菜产业

的经济效益，多渠道促进农民致富增收。

甘 肃 静 宁 ：蔬 菜 大 棚 里 的“ 春 光 无 限 ”

在“稳产、高产、优质”的目标下，大豆育

种需要借助更多的优秀基因资源实现突破，

而兼具遗传多样性、抗性强、耐旱热等诸多优

势的多年生野生大豆便脱颖而出。不过，对

国际大豆育种界来说，多年生野生大豆基因

组十分庞大，重复序列多，高度杂合，缺乏高

质量染色体级别的基因组做参考。

3 月 15 日 ，国 际 植 物 学 领 域 期 刊《自

然—植物》在线发表了一项来自中国科学家

的成果。该成果指出山东农业大学张大健

教授课题组首次获得了多年生野生大豆（即

大豆 Glycine 亚属）的高精度基因组图谱，此

举填补了国际大豆属泛基因组的空白，解析

了大豆进化历程，高效准确地挖掘了大豆基

因组的结构变异，拓宽了大豆分子育种可利

用的基因资源，为大豆遗传基础解析、驯化

性状调控基因挖掘及种质创新提供了重要

的理论支撑。

大豆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性、战

略性物资，是极具经济效益的作物，也是实现

“让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目标的重要

作物。野生大豆比栽培大豆有更丰富的生物

多样性和基因资源，可用于提升栽培大豆的

抗逆性、种子蛋白质和次级代谢产物含量等

农艺性状。而野生大豆参考基因组在比较基

因组和进化研究中有重要价值，可帮助寻找

重要基因，最终改良栽培大豆品种，实现研发

稳产、高产、优质大豆的目标。

栽培大豆原产于中国，由祖先野生大豆

长期定向选择、改良驯化而成。但残酷的现

实是在长期驯化和改良过程中，仅有少量基

因资源被选择用于育种，产生严重的遗传瓶

颈效应。

上述成果意味着该团队首次解析了多

年生野生大豆的基因组，找到了栽培大豆在

进化过程中“遗失的”约 70%的基因资源，这

些都是选育大豆高产优质新品种的有效基

因靶点。

该文章通讯作者张大健教授向科技日

报记者介绍，科研人员在世界范围内选取

了 5 个具有代表性的 Glycine 品种（分别为

Glcyine 亚 属 中 A、B、C、D、F 基 因 组 型 代

表 ）和 1 个 自 然 形 成 的 异 源 四 倍 体

（AADD）多 年 生 大 豆 进 行 了 全 基 因 组 测

序。综合利用二代、三代、Hi-C 等测序技

术，组装得到了染色体级别的高质量参考

基因组，首次构建了 Glycine 泛基因组。他

们鉴定出 109827 个多年生大豆中的非冗余

基 因 位 点 ，并 发 现 其 中 约 70%的 基 因 位 点

在 Soja 亚属中丢失，为大豆育种提供了丰

富的遗传多样性基础。

此外，该团队还鉴定出 183个大片段基因

组结构变异，这些变异影响着大豆开花时间、

抗病性、抗逆性等重要的表型特征。据了解，

该团队利用分子标记辅助技术，已选育出适

宜黄淮海地区种植的高产高油大豆品种，已

参加山东大豆区域试验，表现良好。

大豆进化中的“遗失基因”找到了

日前，俯瞰河南省内乡县桃溪镇，机械轰

鸣，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只见村民们三人一

组、五人一群，有的扶正树苗，有的挥锹培土，

有的堆围起堰，在专家的指导下，忙得不亦乐

乎……旁边仓库里静静地躺着的七千余株品

种优异的樱桃树苗，“南水北调对口协作”，赋

予了这批种苗更加光荣的使命……

内乡县是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区，为确保

一渠清水永续北送，桃溪镇关停了全镇的石

材加工、矿山开采等企业以及传统养殖业。

为了增加群众收入，桃溪镇积极转型发展，布

局绿色产业，发展大樱桃 6000余亩，带动了一

百余户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但是由于受资金、

品种和技术的限制，出现了发展瓶颈。

如何破解产业发展下滑这一难题？北京

市南水北调对口协作河南挂职团队在内乡县

挂职的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卫了解这一情况

后，多次入镇村调研，并请来北京农林科学院

研究员张开春一同进行实地考察，与村民面

对面座谈，了解他们的需求。

经过多方论证，专家指出，内乡地处南阳

盆地西缘，温度、光照、土壤、地形地势都适合

种植樱桃，而且前些年县内一些群众建立了

樱桃生产园，有相当的种植意愿和一定的生

产基础。于是，内乡县委县政府搭建平台，北

京市农林科学院发挥樱桃人才、技术优势鼎

力支持，很快，樱桃试验示范基地项目就在这

里落地生根。为此，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提供

专家技术服务，提供高品质种苗七千余株，桃

溪镇在原有樱桃种植合作社基础上，新流转

坡地 200余亩，进行樱桃优质品种与技术试验

示范推广，并逐步建成优质种苗培育基地。

“此次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项目的落地，对

我们打造好汇水区樱桃品牌，更好地完成‘保

水质、助振兴、强民生、促转型’任务，促进乡

村振兴和产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张卫振奋

地说。

优品种、好技术擦亮河南内乡“樱桃镇”名片
◎本报记者 马爱平 通讯员 朱昱衡

◎本报记者 颉满斌
通 讯 员 戴腾飞 江盼盼

陈敬熊给青年职工讲解天线知识。
（文中图片均由中国航天科工二院提供）

“1059”转运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