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片神奇的黑土

地，我的根在这儿，离开黑

土我恐怕难以生长。这里

养育着数不清的作物，蕴藏

着创新发展的科学基因。

我有责任和义务把前辈们

传授的经验，以及自己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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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耕作栽培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玉米产业技术
体系哈尔滨综合试验站站长

◎本报记者 李丽云
通 讯 员 王红蕾

五月，杏花缀满枝头。这是在黑土地上

播种玉米的最好时节，也是黑龙江省农业科

学院耕作栽培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玉米产业

技术体系哈尔滨综合试验站站长钱春荣一年

中最忙的时候。

整地、划方、备种、施肥……49 岁的钱春

荣撸起袖子说干就干，生长在黑土地、常年下

乡，这些农活儿根本难不倒她。

都说搞农业研究“土掉渣”，但钱春荣却

“土”了近二十年，还被称为“最会过日子”的

玉米专家。“我一直从事玉米研究工作，聚焦

玉米全株利用，目标是将每株玉米都‘吃干榨

净’，促进玉米农户实现增产增收。”钱春荣对

科技日报记者说。

前不久，钱春荣凭借突出的科研成绩，获

得 202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出生在东北农村的钱春

荣，说自己“是吸着黑土地的

土味长起来的”。13 岁时，钱

春荣跟随父母返城，离开了伴

她长大的黑土地。“可是家乡

那 黑 黑 的 土 地 、绿 油 油 的 庄

稼，一次次闯进我的梦乡。”她

回忆道。

高考那年，钱春荣没跟父

母商量，将所有志愿都填上东

北 农 学 院（东 北 农 业 大 学 前

身）。家人得知此事时，录取通

知书已寄到家中。

“大学期间，我整天泡在图

书馆里学习。我想尽可能多地

从水稻转向玉米栽培研究

“科研成果只有让老百姓真正用到，才

能发挥出最大效能。”这是钱春荣常说的一

句话。

一次到黑龙江省巴彦县讲课后，当地一

家主营速食大碴粥的企业负责人找到钱春

荣，向她咨询“不同批次加工出来的大碴粥

口感味道不一样”的生产难题。在详细了解

企业相关技术流程后，钱春荣找到了症结所

在——加工所用原料品种不一致。为此，钱

春荣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两款大碴粥专用玉米

品种，并针对专用玉米品种配套了标准化栽

培技术，指导企业与农户合作，形成专用品种

订单生产，从品种源头、栽培过程、加工品质

等方面彻底解决了困扰企业多年的难题。

在钱春荣的助力下，这家企业打造了“小

园玉米”品牌，相关产品于 2021年被遴选为全

国“一乡一品”优质产品，系黑龙江省唯一入

选产品。通过企业加工，每亩小园玉米可以

创造 4 万元产值，种植小园玉米的农户，每亩

保底收入 1800元。

为了提高玉米种植效益，钱春荣带领团

队成员选育了玉米与玉米须产量双高的药食

同源型玉米专用品种，首创龙须粥和胎须茶

等产品，延伸了玉米产业链，开辟了玉米增收

致富的新途径。

2016年，钱春荣参加项目答辩。会上，一

位评委向她提问：“你帮农民生产了那么多玉

米，同时也产生那么多秸秆，这秸秆怎么处理

呢？”就是这样一个与答辩项目毫不相关的问

题，深深地触动了她。

此后，钱春荣深入田间地头，与种植户、

养殖户交流，向专家、同行请教，经过无数次

生产调研、田间试验，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

终于打造出了玉米“一翻两免”秸秆全量还田

轮耕技术模式。该技术入选黑龙江省农业主

推技术，成为黑土地保护“龙江模式”关键技

术，为黑土地保护利用提供了技术支撑。

推广秸秆肥料化利用技术

2020年春，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把年近

五旬的钱春荣“推”进了直播间。

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拦住了钱春

荣下乡入屯的脚步，却拦不住科技助农的

心。为了满足疫情下农民科技培训需求，她

想到了借助短视频平台进行科普的办法。

于是，她开始学习使用从未接触过的短视频

App，开通直播间，就农民关心的春耕整地、

秸秆还田、免耕播种、品种选择、高效施肥等

问题，为农民进行“云”答疑。

每次钱春荣直播，观看人数少则几百，

多则数千人，五花八门的问题，她都一一细

心解答；直播间回答不完的，她就在微信群

里解答。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我没机会走上第一

线。不过，因为这场疫情，许多农业科研人员

都变成了直播达人，用这种方式走在了服务

三农的最前线。”钱春荣说。

为让农民朋友可以随时在线反复学习技

术内容，钱春荣直播后还会精心制作通俗易

懂的视频课件，发布到短视频 App 上，供农民

观看，她也因此不小心成了“网红”，相关事迹

被多家媒体报道。

有人曾问钱春荣，有了这么多荣誉和成

果，为什么不想换个更好的平台？

“谁都想拥有更好的生活，但每个人对

‘好’的定义是不同的。”钱春荣说，“这是片神

奇的黑土地，我的根在这儿，离开黑土我恐怕

难以生长。这里养育着数不清的作物，蕴藏

着创新发展的科学基因。我有责任和义务把

前辈们传授的经验，以及自己的所想、所知、

所得传承下去。”

开通直播间线上“云”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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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些知识，用它们帮助农民种出高产、质优的

作物。”钱春荣回忆道，那时她希望自己毕业

后能从事农业科研工作。

可是，梦想的实现并非一帆风顺。大学

毕业后，钱春荣被分配到一所农业中专学校，

她走上了三尺讲台。

然而，钱春荣没有就此放弃科研梦想。

2003年，她辞去教师工作，重返校园攻读硕士

研究生学位。

2006 年 ，钱 春 荣 硕 士 毕 业 后 来 到 黑 龙

江省农业科学院耕作栽培研究所。由于工

作需要，领导希望她放弃硕士期间的研究

方向——水稻，组建一支玉米研究攻关团队，

开展玉米高产高效栽培理论与技术研究。

变更方向，意味着之前的努力全部归零，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但钱春荣欣然答应。

第一个摆在钱春荣面前的难题就是——

“怎么种玉米”。不会种，她就跟在玉米专家

身后，从播种学起；没经验，她就带着新招的

研究生，从基础摸索。为了及时准确获取玉

米的生长信息，她和团队成员每到生长季都

驻守在田里，进行大量调查。

到了夏天，下田时钱春荣穿着迷彩服，顶

着骄阳穿梭在玉米地，调查花期、记录性状。

炎炎烈日下，一上午四五瓶矿泉水进肚居然

一次厕所也不用去，全随汗液蒸发了。从四

月到十月，一整个玉米生长季，钱春荣和团队

成员几乎无休，许多人的皮肤都被晒脱了皮。

一分汗水一分收获。

钱 春 荣 带 领 团 队 创 造 了 一 年 内 完 成

1440 个田间试验小区的纪录，被栽培界同行

称为“神话”，并先后参加和主持了科技部

973 计划项目课题、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课题。此外，她和团队

成员率先开展的玉米全程机械化耕作栽培

技术、玉米密植高产水热高效利用技术先后

获得 2 项黑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技术成果

在黑龙江全省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累计为

农民增收 60 亿元。

为了让老百姓掌握秸秆肥料化利用技

术，钱春荣利用农闲时间，走乡串户来到农户

家，和农民唠家常，告诉他们“秸秆就是土地

的‘粮食’，千万不能再烧秸秆了”，还给农民

做示范，教农民具体操作技术。

为切实帮助贫困乡解决秸秆问题，钱春

荣与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宏丰村、哈尔滨

市呼兰区双合村脱贫攻坚驻村工作队联手，

指导村民进行秸秆还田，为村民引进直燃式

生物质锅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