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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跟随“行走河南·读懂中

国”文物探源集中采访团队走进河南大

河村遗址，探寻这座千年古村的奥妙。

1964 年，在郑州市中心城区东北

部附近的杨槐村，有村民在村东北的

花岗上挖红薯窖时，偶然发现一面带

有纹饰的铜镜。之后，他带着铜镜上

报有关文物部门。相关部门经过现场

调查后，发现地面散存大量红烧土、陶

片、石器、骨器和蚌器等遗物，初步判

断这是一处史前遗址。

经过三个阶段多达 30 次的发掘

后，这座曾长眠于地下、距今 6800—

3500年的大河村遗址被发现。

大河村遗址平面呈椭圆形，面积

约 53 万平方米，包含城址、环壕、居住

区、中心广场、陶窑区、墓葬区等，功能

分区规划有序。在大河村遗址博物

馆，被称为最早“三室一厅”的仰韶文

化房基遗址在此陈列展示。

“虽历经 5000 余年，但这所房基

仍保留了完整的平面布局和 1 米多高

的墙壁，房屋内有烧火台、挡火墙甚至

还有门槛。以木为骨架，用草拌泥包

裹木骨筑墙，两侧用细泥抹光，用大火

烧后，铺上茅草，房子冬暖夏凉，防潮

防湿。”讲解员介绍说。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馆长胡继忠

说，在全国同期的考古发掘中，大河村

遗址的仰韶时期文化基址是保存状况

最好的。其格局奠定了中国北方传统

民居建筑的基本形制，是中国古代建

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大河村遗址不仅有房基文化遗

址，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彩陶，在仰韶

文化中独树一帜。据大河村遗址博物

馆馆长胡继忠介绍，遗址中出土的彩

陶数量极多，色彩绚丽、图案丰富，标

志着史前彩陶文化达到了一个高峰。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彩陶双连壶巧

妙利用连通器的原理，将两个一模一

样的陶壶连为一体，中间有椭圆形小

口相通，现已成为我国仰韶文化的代

表性器物。

胡继忠说：“大河村遗址的发现和

发掘为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郑州

地区仰韶文化发展序列的研究提供了

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为探讨

我国原始社会至奴隶社会这一漫长的

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挖红薯窖挖出千年古村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

鸢。初夏时节，在山西太原汾河公园，

十里长堤绿草茵茵，天空中各式造型

的风筝翩然飞舞。但只要山西省级非

遗晋源风筝传统制作工艺代表性传承

人杨元恒带着风筝一出现，便成了人

群中最“亮眼”的人。

有 别 于 工 业 流 水 线 制 作 的 风

筝，杨元恒手作的风筝不仅外形颇

具美感，还创新融入机械原理，能振

翅、眨眼，可以发出各种响声，十分

惊艳。

记者看到，在杨元恒工作室的两

个房间存放着数百架风筝，还有刨子、

锤子、剪子等各类木匠用具。

“晋源风筝发展历史悠久，春秋时

期便成为传递信息的载体之一。造纸

术出现后，晋源有了专事风筝彩绘的

艺人。明清时期，晋源以硬翅类、软翅

类、龙类、板子类等多个品类的风筝著

称。晋源风筝，展现了太原悠久的历

史和独特的文化……”提及晋源风筝，

杨元恒娓娓道来。

出身于木匠世家的杨元恒，传承

了父亲的巧手技艺。为了做好手作风

筝，他到处拜师学艺。凭借自身天赋

和不断努力，杨元恒的风筝制作技艺

很快脱颖而出，成为晋源传统风筝制

作工艺代表性传承人。

杨元恒制作的龙风筝，眉毛、眼

睛、胡须齐动，口含的龙珠更能“呼噜

噜”地转动起来。老鹰风筝眼神锐利，

尾羽开合自如。而这一切的“机关”就

在风筝后面。记者看到一个个木质齿

轮相互咬合，形成联动轴，牵一发而动

全身。而这些齿轮全部用竹木所制，

再以不锈钢丝缠绕，非常精巧。

这些色彩鲜艳、形态逼真的风筝，

充分体现了传统木匠工艺的精髓。

杨元恒告诉记者，一架风筝的诞

生，需要经历构思、选材、削条、扎制、

裁剪、裱糊、彩绘、试飞等十几道工

序。很多小部件需要将竹片劈开后刨

平，用酒精灯烤，再放入烤箱定型一

周。为此，杨元恒还发明了风筝专用

烤箱。

对杨元恒而言，风筝已经成为他

生命的一部分。杨元恒已获得近 200

项国内外各类风筝比赛大奖，还担任

山西省风筝协会副主席，并且是国家

级风筝大赛的裁判。随着参加国内、

国际风筝大赛频次渐多，杨元恒会做

的风筝样式越来越多，硬翅风筝、软翅

风筝、串式风筝、板式风筝、锣鼓风筝、

机械动态风筝……风筝制作思路也变

得更融合、开放、多元。

杨元恒说：“希望能把风筝的技艺

传承下去，让晋源非遗风筝飞得更高、

飞得更稳！”

非遗风筝在创新中传承

眼下，江苏多地小麦开始扬花抽

穗，再有不到十多天，就将开镰迎丰收。

有一个人，牵挂了小麦一生，可惜，

今年的夏粮丰收他看不到了。他就是

被誉为“南方麦王”的作物遗传育种学

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江苏里下河地区

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程顺和。

4 月 10 日 20 时 20 分，程顺和因病

医治无效，在扬州逝世，享年 85岁。

他一生致力于小麦研究，育成了一

个又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麦品种，

获得多项奖励，却将功与名深藏。他总

是告诫学生：“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被眼

前的利益所诱惑，一定要踏踏实实搞研

究，不断提高小麦品质，为农民增收做

点实事……”

数十年如一日专注研究

程顺和出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食

不果腹的饥饿感是童年时期的深刻记

忆。他很早就懂得了粮食的重要性。

因此农学成为程顺和填报大学志愿时

的选择。

1962 年，程顺和毕业后被分配到

泰兴稻麦良种场，参与品种选育工作。

从秋播到夏收漫长的 9 个多月中，不管

风吹雨打、烈日酷暑，程顺和都会按时

出现在田里，观察、记录、测试种子。通

过 4 年的艰苦付出，他培育出第一个小

麦新品种——泰农 1 号。首战告捷，更

坚定了他小麦育种的决心。

1972 年，程顺和被调到扬州地区

农科所（今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

究所），从事小麦育种和栽培工作。

为了寻找小麦育种的突破点，程

顺和长年累月“泡”在试验田、温室和

实验室里。每个生长周期，他都要在

浩如烟海的小麦材料中观察记录、选

择鉴定。为了方便，他将住所选在了

试验田附近。

就这样数十年如一日，程顺和全身

心投入小麦育种和栽培研究，先后参与

育成扬麦 3 号、4 号，主持育成扬麦 5

号、扬麦 158 等小麦系列品种 40 多个。

其中，扬麦 5 号和扬麦 158 分别获国家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成为我国 20 世纪

80年代末和 90年代末种植面积最大的

品种。

扬麦 158 的育成初步解决了育种

中让小麦兼具广适高产与抗赤霉病特

性的难题。程顺和还在此基础上育成

了我国首个抗赤霉病大面积丰产品种

扬麦 33。

他提出构建“以广适高产育种为

基础，滚动回交结合遗传标记的聚合

育种为先导”的育种体系，将一系列抗

白粉病新基因导入大面积种植的品

种，育成抗白粉病、中抗赤霉病系列小

麦品种扬麦 13、扬麦 15、扬麦 30、扬麦

34 等。这些小麦品种作为长江下游地

区弱筋小麦优势产业带主体品种被广

泛种植。

扬麦系列品种累计推广面积 7 亿

多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江下游小麦

品种第四、五、六次大面积更换的主体

品种。

把论文写在麦田里

程顺和一生育成了许多小麦新品

种，人称“南方麦王”。但他却说：“有人

说我是‘南方麦王’，我哪里是什么‘麦

王’，我只想尽早回到田里，做一个默默

的‘麦田守望者’……”

在学生们的印象中，程老师对下田

极为看重，经常忙成一个农民模样。有

时天刚蒙蒙亮，学生们就见程老师身上

围块隔露水的塑料布下田去了。

他的学生张伯桥回忆，程老师带着

他们与工人一起进行七八十亩试验田

的人工播种。一行 40 多粒种子，一寸

一粒要分布均匀，播种时需要半蹲，一

蹲就是好几天。大家时常蹲不住了，就

跪在地上，十分辛苦。到了夏季成熟

期，程老师又会带着大家下田选种，共

有上百亩的试验田，需要连续半个多月

从早到晚站在麦田里，还要长时间观察

麦种进行对比。

2005 年，因扬麦系列表现突出，程

顺和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没有

停歇，依然奋战在科研一线，每个课题

都亲自参与。他常年戴着草帽、穿着

背心在田间工作，平均每天工作超 10

小时。

他总说：“我们科研人员首先要有

明确的努力目标和强烈的责任心，我们

的工作是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是为中

国粮食安全服务，现在研究经费和实验

条件都比过去提高了一大截，我们应该

做出更好的成绩。”

程顺和 57 岁重新开始学习英语单

词；59 岁用近乎僵硬的手指练习敲打

电脑键盘；61 岁刻苦钻研国内最先进

的分子标记技术……

让育种事业薪火相传

“在农业领域，能否在自己手中出

成果并不重要，通过一代代科研人员的

接力，提高粮食产量、质量，端牢‘中国

饭碗’、保障粮食安全最重要。”程顺和

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在 数 十 年 的 小 麦 育 种 研 究 过 程

中 ，程 顺 和 时 刻 不 忘 育 种 科 技 事 业

的 薪 火 相 传 ，倾 力 倾 心 地 做 好 人 才

培养。

曾有年轻学生不解地问他：“您的

年纪都这么大了，好多研究至少要 15

年才有可能出成果，现在付出那么多是

为了什么呢？”

程顺和淡然一笑，语重心长地说：

“年纪大了并不影响我做实验啊！陈道

元（农学专家）先生以近八十岁的高龄

仍每天坚持拿尺下田，为后人打基础。

这是育种人的良心和责任，我们必须把

这样的育种精神发扬光大。能否在我

手中出成果并不重要，为你们打好基础

才是我的最终目的呀！”

言传身教育得桃李芬芳。如今，高

德荣、张伯桥、张勇、刘大同等人在程顺

和的培养下，逐渐成为小麦遗传育种新

一代科研中坚力量。

现任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

究所小麦研究室主任的高德荣由于在

小麦育种领域的出色成绩，先后两次入

选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

第二层次培养对象，2022 年还被评为

江苏省最美科技工作者。

“我们能有今天的成绩，都有赖于

程院士这么多年来给我们打下的坚实

基础。程院士在学术和做人上，都是我

们的导师和楷模。”高德荣说，“下一步，

我们将在程院士研究的基础上，按照既

定目标，扎实推进各项研究和遗传改良

工作，逐步实现优质高产、优质中强筋

和优质弱筋抗病新种源的突破，全面提

升我国小麦优质化率，从而实现遗传育

种发展的终极目标——端牢中国人自

己的‘饭碗’，让中国的老百姓吃饱、吃

好、吃得健康！”

躬耕不辍数十载 守得金色麦浪香
——追记作物遗传育种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程顺和

◎本报记者 孙 越
实 习 生 周冰倩

2009 年，应导师之“邀”赶来曲周

并常驻科技小院的研究生有两名，即曹

国鑫和雷友。

一天曹国鑫正在示范田给玉米做

例行检查，抬头忽见一个已经很熟络的

农民王京贵，正骑着三马子（三轮机动

车）从地里出来，拉着满满一车玉米棒

子还有他喜盈盈的媳妇。

曹国鑫惊讶不已：“京贵哥，你咋收

了？”

王京贵停下车子：“快过来，小曹，

来看看我今年这棒子有多大个儿！”

曹国鑫看了，急得跳了脚：“哥！不

是跟你说了等我让你收时你再收吗？”

王京贵挠了挠头：“嘿嘿，我看玉米

秆子都干巴了，叶子也黄透了，棒子都

耷拉头了，就收了。寻思你挺忙的，就

没跟你打招呼……我们年年都是一见

这么着就收的，你长吉大哥、秋臣、起运

他们也都在收呢。”

曹国鑫从拿在手里的玉米棒子上

搓下几颗粒子来说：“这又是你们的‘经

验’呗？可是现在真没到收的时候

啊！京贵哥，你看看，看见这粒子背面

的这条白线没？这叫‘乳线’，乳线消失

了才算彻底成熟了，产量才是最高的，

可现在这乳线离粒子尖还差这么一大

截呢！这表明玉米秆的养分还在继续

往粒子里转移呢，也就是粒子还在灌浆

呢。这个时候你就收了，一亩地至少得

损失几十公斤！”

曹国鑫又抠掉那颗粒子底下的部

分，举给王京贵看：“看见什么了？”

王京贵有点儿蒙：“啥也没有哇！”

曹国鑫说：“啥也没有就对了，这也

证明还没熟透呢！如果熟透了，这里就

会有一层黑色的薄壳，叫‘黑层’，黑层

就相当于一个盖子，把粒子的输入口给

封住了，粒子里面的养分跑不出来，玉

米秆的养分也进不去了，这才代表灌浆

结束了，产量才基本定型了。”

王京贵服气了！

曹 国 鑫 又 灵 机 一 动 ，乘 胜 追 击 ：

“哥，你想不想知道你要是都这么早收

回来，究竟会损失多少粮食？……那

我得在你家地里做个试验……很简单，

这棒子你千万别再收了，等我说收时你

再收，收之前我每天都上你家地里掰几

穗棒子，回去测测重量，咋样？”

曹国鑫跑到村委会，跟村主任说明

了这个情况。村主任当即打开话筒，一

口浓郁的曲周方言通过村里的大喇叭，

在袅袅的炊烟中响彻了整个村庄——

大家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

啊！农大的小曹啊，发现棒子还生得很

嘞，现在收回来是要减产的！先不要

收，等等再收，等小曹啥时候说收了，大

家再收，要不可就减产了，可就糟蹋了

粮食呀，这半年的辛苦都撂在里面了！

下面，小曹把怎么看棒子熟没熟的方法

告诉大家，大家都等会儿再忙活，都注

意听听啊……

之后，曹国鑫再去示范田，或者到

王京贵的地里掰玉米棒子的时候，都会

被很多村民拽住，拽到自家地里给看看

棒子到底熟透了没有。有时候他也会

撞见个别村民仍在自顾自地掰收棒

子。撞见了，他就会赶过去规劝，并把

辨别之法再告诉他一遍。

就这么见一户，劝一户，告诉一户，

几天过去了，曹国鑫终于欣喜地发现很

多农民都能辨识得很准确了。

在王京贵家地里的试验，从 9月 21

日持续到了 10月 3日，玉米的千粒重也

从 331.4 克增加到了 384.8 克，增加了

16.1%。曹国鑫据此细细算了一笔账：

如果王京贵在 9 月 21 日那天把玉米全

收了的话，那么他家的 9.8 亩地将要减

产 800 公斤，相当于损失了 1.5 亩地的

粮食。当年科技小院至少使 1 万亩的

玉米推迟收获一周以上，意味着避免损

失 56 万公斤粮食！这个数字把曹国鑫

自己都惊到了。

随后，曹国鑫将试验数据进行了整

理，将试验结果发表在科技杂志上，同时

形成一份翔实的报告，递交给曲周县委

县政府和农牧局。报告指出，“仅此一项

晚收技术就能带来近10%的增产。全县

玉米播种面积近40万亩，如果都能采用

这项技术，可增产2000万公斤”。

报告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在 2009

年的冬季大培训中，曲周县农牧局、科

技局的技术人员就配合科技小院的师

生，将玉米晚收技术作为一项重要的增

产技术在全县进行了入村培训，使其得

到全面推广，进而在 2010 年就得到了

全县范围的普遍应用。曹国鑫、雷友也

已在 2009 年 9 月 26 日双双被聘为了白

寨乡农技员。

其实，这项适时晚收技术并不新鲜，

农业农村部早就对黄淮海平原地区的小

麦—玉米轮作体系提出了晚收晚种建

议，并大加倡导，明确表示这是一项增产

增收的有效措施。可惜的是，曲周农民

并无从确定究竟何时采收才算“适时晚

收”，以至于只能仍旧遵从于经验。

此次经历让曹国鑫意识到，很多时

候真不能简单粗暴地说农民固执、农民

不想或不愿应用新技术，那么说是不符

合实际的。实际上很多好的新技术农

民并不知道如何应用，尤其是不理解应

用这项技术的个中奥妙。如果他们理

解了个中奥妙——就像理解“乳线”“黑

层”的奥妙那样；如果他们知道了如何

应用——就像知道了需要等到“乳线”

消失、“黑层”显现再采收玉米那样，他

们也是肯把经验撂在一边的。所以，

充其量只能说农民在面对新技术之时

分外谨慎，而这份谨慎也是不难理解

的，毕竟农民“这半年的辛苦都撂在里

面了”。

这 也 就 意 味 着 ，在 农 技 推 广 过

程 中 ，仅 仅 靠“ 通 知 ”“ 倡 导 ”是 远 远

不够的。

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的坎，往往

也不是农民对经验的固守，而是没有其

他力量足以打破他们的经验。

由此，曹国鑫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

“四零”（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

用）服务的紧要性与必要性。

（本文节选自报告文学《田间逐
梦——科技小院15年助农实践》，有删
改。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迈过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的坎

近日，位于西安西咸新区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
正式开馆。这是国内首个以集中展示秦汉文明缘起、发
展和贡献为主题的博物馆，现阶段展出 1500余件文物，
其中90%是首次展出。

与秦汉馆一同揭幕的“秦汉文明”系列展览包括基本
陈列“天下同一——秦汉文明主题展”，以及“城与陵”“技
与美”两个专题陈列，以“大历史+小专题”的展览设计，
系统讲述秦汉时期大一统格局下的社会风貌、生活理念
和精神追求。

图为观众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观看“技与美”专
题陈列。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陕西历史博物馆

秦汉馆正式开馆

科技日报讯 （实习记者薛岩）记

者 5月 22日获悉，大型纪录片《百年巨

匠·科技篇》首播暨图书出版启动仪式

近日在北京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举行。

本次启动仪式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

播中心、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化学工

业出版社有限公司、百年巨匠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百年巨匠》是一部大型系列人物

传记纪录片。内容聚焦于 20 世纪为

中华文明作出突出贡献的大师巨匠。

作为《百年巨匠》第二季重点篇章之

一，《百年巨匠·科技篇》聚焦李四光、

竺可桢、侯德榜、茅以升、华罗庚、钱学

森、钱三强、邓稼先 8 位代表人物，展

现了他们取得的卓越科技成就。纪录

片以专业的角度、通俗的表达和丰富

的视觉语言，讲述巨匠背后的故事，弘

扬创新精神，展现 20 世纪中国科技巨

匠的风采。

启动仪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工程院原副院长、《百年巨匠·科技

篇》顾问及丛书编委会主任杜祥琬表

示，科学家们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他

们的崇高追求和无私奉献精神，对今

天的科技事业具有深远启示意义。《百

年巨匠·科技篇》纪录片的播放及系列

图书的出版，将科学家精神传递给读

者，可以激励更多年轻人走上科学研

究的道路，鼓励他们勇攀科学高峰，为

国家的繁荣昌盛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说，

《百年巨匠·科技篇》是一部记录中国

百年来科技领域杰出人物和重大成果

的鸿篇巨制。8 位科学家为我们留下

了丰富的精神与学术遗产，图书作为

纪录片的重要延伸，将以独特的文字

魅力和思想深度，为读者提供更为丰

富、多元的视角和思考。

化学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周伟斌表示，《百年巨匠·科

技篇》是对科技巨匠的致敬与缅怀，更

是对科学家精神的铭记与传承。出版

发行好这套丛书，讲好科学家故事，弘

扬科学家精神，让科学家精神绽放出

新的时代光芒，是科技文化传播者的

责任。

《百年巨匠·科技篇》总导演李黎

说，该纪录片是民族复兴的精神集结。

它不仅仅是一部记录科学巨擘生平事

迹的纪录片，更是一曲颂扬中华民族智

慧与坚韧品质的赞歌，一部科学精神与

爱国情怀交响共鸣的历史长卷。

据悉，启动仪式上有多位嘉宾是

纪录片中科技巨匠的家人或助手。作

为历史的见证者，他们分享了科学家

们当年的事迹，让观者感到这些科技

巨匠的成就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的科研

成果上，更体现在他们的人格魅力和

精神风貌上。

大型纪录片《百年巨匠·科技篇》

首播暨图书出版启动仪式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