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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西南大学的中国家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格外忙碌，已站在蚕学研究巅峰的中国

工程院院士向仲怀带领团队正潜心于桑树基因研

究，他希望通过连片种植基因改良后的桑树，加快

中国的石漠化治理和土壤修复速度，继而促进中国

蚕桑产业的发展。

在向仲怀的书柜里，有两包用塑料袋装的蚕

茧。一包是普通的白色蚕茧，一包则是他带领团

队用时 30 年开发出的我国首例转基因新型有色茧

实用蚕品种。在这位 77 岁的科学家眼中，这两袋

蚕茧与中国蚕农的“钱袋子”紧密相连。“我们的家

蚕基因组生物学研究每前进一步，中国蚕农的收

入就会涨一大截，中国蚕丝业在世界的领先地位

更坚实一些。”他说，“这就是我和我的团队不断探

索的理由。”

向仲怀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知识可以改变蚕

农的命运，那是上世纪 50 年代。当时，在四川省射

洪县等川北蚕区，春蚕期蚕病爆发，灾情连连，春蚕

单产量锐减，病因不明。1959 年 3 月，向仲怀被抽

调为四川省农业厅蚕病工作组成员，派往射洪县金

华区书台公社。他带了相关书籍和显微镜等器材，

前往重灾区，与当地蚕农吃住在一起，巡查蚕房、检

查标本、寻找病因……经过 4个月的艰苦研究，他确

定川北广大蚕区灾害性蚕病为壁虱病。对症防治

后，当地的产茧量大幅提升。看着当地蚕农如释重

负的笑容，这位大学毕业即留校任教的年轻人深深

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

让向仲怀没有想到的是，这份责任一经担当，

就是跨世纪的 55年。

1982年，向仲怀被教育部选派赴日本学习。“这

一次的学习，让我走出了过去提高家蚕成活率和产

丝量等方面的局限。”向仲怀告诉记者，从家蚕基因

组研究入手，研究培育转基因有色茧实用蚕品种成

为他的新目标。

“导师的梦想和他卓越的学识一样，在学生中

传递。”向仲怀的博士生代方银如今是家蚕基因组

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博士生导师、农业部蚕

桑功能基因组与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他告

诉记者，为了加快家蚕基因组研究，推进科研成果

迅速转化，为蚕农创造财富，向仲怀苦心经营 30

年，建成一个世界蚕桑学科领域的高层次人才集

聚中心。向仲怀甚至在担任西南农业大学（后与

西南师范大学合并为西南大学）校长时，两次请辞

校长职务。“向院士组织大家育成的夏秋蚕新品种

累计推广数百万张，占到当时四川省夏秋蚕总量

的 70％。”代方银说，“在向院士眼中，这离自己的

梦想还很遥远。”

经过不懈的努力，从 2002 年开始，一系列震惊

世界蚕学界的科研成果陆续呈现：成功绘制并发表

世界首张家蚕基因组框架图；完成家蚕基因组精细

图谱和全基因组基因芯片；开发出我国首例转基因

新型有色茧实用蚕品种；绘制完成世界上第一张基

因组水平上的蚕类单碱基遗传变异图谱，织出世界

上第一件转基因彩色丝绸服装；建立高效家蚕转基

因技术体系等。

向仲怀以持续刷新世界家蚕基因研究之“最”

而闻名世界。站在学科的巅峰，这位科学家的梦想

依然未变：“现在还是想用自己之所学，提高蚕农收

入，进而强大中国在世界蚕桑产业的话语权。”他

说，“21世纪的丝绸之路是从家蚕入手，建立在基因

组研究上的一条全面开发蚕业技术的突破之路，新

的丝绸之路依然要以中国为起点。”

如今，向仲怀带领团队培育获得的 1 对转基因

有色茧实用蚕品种完成了缫丝、织绸及茧丝性能鉴

定，在重庆、广西等地进行试验推广后证明，与传统

白色蚕茧品种相比，新品种可以令蚕农每饲养一张

蚕种增加收入 1000元左右。

（据新华社）

向仲怀：站在学科巅峰依然最牵挂蚕农“钱袋子”

“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捐书 4265 册；建党 80 周

年，捐书 2015 册；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捐书 1547

册。”回忆起这些年来捐赠图书的批次，今年 83岁的

高英杰不需要提醒，扳起指头如数家珍。

家住西安市的退休干部高英杰、陈秀英夫妇，

把工作时与图书结下的不解之缘，融入退休生活之

中。从上世纪 90年代至今，他们已为社会捐献图书

共计 27838 册、价值 693686.33 元。他们表示，在

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时，他们要完成

“百万元捐书梦”。

“一天不看书学习，就像缺了些什么东西”
“人格的形成离不开读书，就算已经成熟，也要

靠每天读书学习汲取养分、永葆年轻。到现在，我

们老两口一天不读书看报，就像缺了些什么东西。”

高英杰说。

高英杰和陈秀英出生在“史圣”司马迁的故乡

——陕西省韩城市。出身寒门的二人，从小就懂得

读书的可贵。因为家庭困难，高英杰上小学一年级

时已经 13岁。但凭借不懈的努力，高英杰免试升入

韩城师范学校，从那时起，他就养成了每周至少读

一本书的习惯。

嗜书如命的两位老人，深知读书在一个人精神塑

造中的意义，也更能体会“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

句话的内涵，他们把对图书的热情与眷恋，甚至融入

爱情之中：他们的订婚信物，就是互赠的图书。

“新中国和共产党对我们有莫大的恩情。我们

想做一些事情，在回首往事时，可以自豪地说，我们

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承诺……”高英杰说，捐赠图

书的梦想，从他们年轻时就已经萌发。

赠人图书 手留余香
1993 年，高英杰、陈秀英夫妇相继离开工作岗

位，终于有了空闲时间回顾总结个人走过的道路，

并回报国家和社会的恩情。

高英杰曾在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担任领导工作，

赠送图书成为两位老人回报社会的一项重要内

容。“毕竟在出版单位干过，自己能从出版社拿到优

惠价格的图书，再加上身边的老同事、旧相识都很

支持我，也时常会送我一些新书，让我代为送出。”

高英杰说，多年来能捐赠价值近 70 万元的图书，不

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与出版社、书店和朋友的全力

支持分不开。

韩城市司马迁图书馆，成了他们捐书举动的最

大受益者。从 1999年以来，这个图书馆先后收到高

英杰夫妇捐赠的价值 52万元的图书。为此，司马迁

图书馆还专门辟出五间大厅，作为单独存放他们所

赠图书的场地。

在为大厅起名字时，高英杰日思夜想，最后取夫

妇名字中共有的“英”字，建起“双英书斋”。时任国

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还应邀为“双英书斋”题名。

“党百岁时我九十 捐书百万圆我梦”
捐赠价值近 70万元的图书，这对于一掷万金的

“富豪”来讲，也许并不稀奇，但对于“双英夫妇”这

样靠退休金生活的人而言，却十分难能可贵。

他们的生活简朴，稀饭面条是家常便饭，身上

穿的毛衣还是 20 年前买的。拿着自己的养老钱不

计成本地回报社会，高英杰说，他们并不后悔。陈

秀英说：“虽然每月就靠几千块钱养老金生活，但政

府给我们很大的照顾。我们还是有足够的经济能

力，在生活之外购置图书回报社会。”

在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前夕，他们频繁出入陕

西省出版大院，筛选、检查图书。这是一件辛苦活，

不仅要给不同读者挑选内容各异的图书，还要仔细

检查是否有盗版图书。当一些同事听说此事想要

帮忙时，他们婉言谢绝了，乐在亲力亲为过程中。

在今年新中国成立65周年的时候，高英杰、陈秀

英夫妇计划给母校象山中学捐赠5万册图书。

“党的百岁生日时，正好是我九十大寿，老伴也

八十多了。现在我们距离 100万元的捐书目标还有

三分之一，不过我们身子骨还硬朗，按照目前的身

体状况，再活 7 年没有多大问题。如果天有不测风

云，我们会留下遗嘱，让子女们替我们来完成目标，

一定要捐到 100万元。”高英杰说。

一对“书痴”伉俪的“百万元捐书梦”
文·新华社记者 郑 昕 梁爱平

刘芝华和她领导的课题组从事恶性肿瘤癌变的

分子机理研究，对食管癌的基因表达谱做过深入系

统的研究。发现一条钙离子依赖性的信号传导通路

在食管癌变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这对食管癌的预防

和治疗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另外，长期以来，人们

一直认为环境因素在食管癌变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也有不少人认为遗传因素在食管癌变过程中起重要

作用，但一直缺乏证据，他们课题组调查了食管癌高

发区山西的十三万人口四代家系患病情况，通过分

析发现在食管癌中存在一个孟德尔隐性主基因，该

主基因对食管癌发生起决定性作用，从而说明遗传

因素在食管癌变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发现孟德尔隐性主基因

依然是精致着装，依然是快人快语。

3 月 7 日刘芝华出现在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

厅。这里是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美丽人

生·中国梦”系列活动之女科学家进校园的报告会

现场。

这位中国医学科学院分子肿瘤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主任和另外三位优秀女科学家一起围绕科技

女性成才成长，婚姻、家庭、事业平衡等话题，与来

自清华大学的 300余名师生交流。

卷发、花色披肩，这已是刘芝华第二次以优秀

的女科学家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了。2009 年在重

庆召开的中国科协年会女科学家高层论坛上，刘芝

华也曾以优雅自信的状态与数位知名女科学家一

起探讨科技女性成长的话题。在她看来女性在科

研中完全能做出和男性一样的好成绩，成功的事业

与快乐的生活完全可以兼得。

刘芝华：科技女性也可以很美丽
文·本报记者 刘 莉

北大理学博士毕业、美国名校博士后，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这样的光环集中在一位女性身上总

能引来不少关注。在紧张的科研工作中抽出时间

认真准备、与公众和大学生交流，对刘芝华来说并

不容易，但她有自己的想法，她希望年轻的理工科

女生们通过对她和其他女科学家的了解，坚定走科

研之路的决心，而不是因为性别轻易放弃。

从表面上看，刘芝华的人生经历一帆风顺：

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90年获得北京农业大学

硕士学位，1993 年又从北京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

同年赴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96

年底回国，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

工作，任副研究员，2000年被评为研究员，2002年被

评为博士生导师。但实际上在人生旅途中她也是

磕磕碰碰一路走来：硕士毕业找不到工作只好继续

读书，为了丈夫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和科研条件，

在课题研究初期她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但

这位性格爽朗、思想活跃的女性通过自己的努力完

成了一个又一个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以优异的成

绩先后获得“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青年女科学家

奖”等。

刘芝华说，她上中学时，社会上流传的是“学好

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她准备高考时，则成了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则是“干得好

不如嫁得好”。

刘芝华这样告诫年轻人，“女性也要自己干得

好，仅仅是嫁得好，那样的日子过得肯定不开心。”

她就有很多朋友嫁得好，当全职太太，每天开车送

完孩子读书后，就去购物做美容，“但其实她们非常

空虚。每次她们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

写论文，她们非常羡慕我。”

刘芝华的丈夫是个优秀的律师，刚开始的时

候，他并不希望妻子能够做得特别优秀，在他看来，

有份工作即可。“然而现在，我先生经常帮我做很多

事情，令我非常地感动。”刘芝华很感谢丈夫对她的

默默支持。

科技女性最美丽

工作中，刘芝华也会思考一个问题，在科技界

占到近“半边天”的女性，科研成果整体产出偏低：

女性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明显少于男性，女性发表的

成果数量仅是同年龄组男性成果的一半或三分之

二。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女科学家发表成果

的差别越来越大。中国高层科技群体出现女性比

例偏低、“高位缺席”的现象。

在刘芝华看来女性从事科研工作有很多优

势。“比如细心，女性常在科研中发现易被男性忽

视的细小环节，但恰恰又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再

比如韧劲，女性常常是一件事只要做，遇到多大困

难都不退缩，能坚持；多么单调都不烦，耐下心来

直到完成，这正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所必需的品

格。此外，女性也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超前的想

象力，这既是科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也

是男性科学家所无法比拟的。其次，女性往往工

作认真，踏实，考虑问题周到，是较好的合作伙

伴。”刘芝华说。

在学习阶段女生成绩普遍优于男生，就业后女

生优势逐渐减弱，优秀女生慢慢流失。优秀的女生

都去哪儿了？

刘芝华觉得智力因素男女并无明显差异，更多

的原因可能来自非智力因素。与女学生和女研究

人员交流中，刘芝华总能听到这样的感受：认为考

试时我肯定能比男生考得好，而且事实也是如此，

但她内心还是认为自己不如男生。

“以前我们一直在找借口，我成绩可能比他们

好，那是因为我听话，但我们的创造力是不够的。”

事实上，科学家的研究分析早已表明，就创造力而

言，女性甚至比男性稍微高一点。刘芝华觉得“这

说明很多女性才能被淹没的原因跟自己的心理状

况有关。”因此她愿意抽出时间参加中国女科技工

作者协会的活动，与更多的年轻人交流，让她们知

道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优秀的女生去哪儿了

在清华与学生交流时，刘芝华把自己从本科到

工作各个阶段的恩师照片一一放在 ppt 上，她说是

这些老师的悉心培养把她带上了科研道路，她愿意

与大家一起分享老师们交给她的东西。

她的 ppt上列着这样的内容：本科阶段：尚克刚

教授等——“不要好高骛远，眼高手低”；

硕士阶段：戴景瑞院士、谢友菊教授——“踏踏

实实做人，实实在在做事”；

感念恩师

刘芝华至今记得，一次青年杰出科学家的颁奖

大会上，主持人对每一个获奖者问起同一句话，“面

对这么枯燥的研究工作，你是怎么熬过来的，挺过

来的？”当时旁边就有一位女院士马上反驳说，“谁

说做研究是枯燥的，我特别有兴趣。”

这句话说到了刘芝华的心里。她用“兴趣盎

然”来形容做研究工作的感觉。“你不断地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其实真的是很快乐的，这种内心的快

乐感是其他物质不能取代的。”

但科学研究不会一帆风顺，刘芝华也想告诉那

些即将或刚刚进入科研领域的年轻人，“要调整心

态，贵在坚持，风雨过后见彩虹。确立一个远大的目

标，并坚持不懈地为之努力。不要虚度光阴，珍惜现

在的一切，努力学习。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享受科研

博士阶段：陈章良教授——“自信心”；

博士后阶段：Prof. Joe Poovaiah——“严谨求

实”；

工作之后：吴旻院士、陈竺院士——“如何做一

名优秀的科学家，把握科学前沿”。

刘芝华曾对媒体讲过，自己最佩服的人是我国

医学遗传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旻。

虽然生物学和医学属相关学科，但是刘芝华刚

开始进入肿瘤研究领域时也碰到了许多困难。吴

老师给了她很多帮助，研究学科的转变也成了刘芝

华人生的转折点。

大学时代时刘芝华就听说过吴老，“但是我从没

想过会到吴老师的实验室工作。”后来刘芝华能进入

973项目“疾病基因组”也得益于吴老的介绍，当时刘

芝华在肿瘤学领域的研究尚在起步，凭借吴老的推

荐和她以前分子生物学的基础，她的课题进入了项

目 组 ，两 年 后 在 权 威 杂 志 TheAmericanJournalof-

HumanGenetics 上发表了论文，顺利通过了中期评

估，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从此刘芝华开始在这一领

域崭露头角，一系列优秀的论文也相继产生。

3月 14日，李厚胜在检查“直升机”动力装置。

湖南省汨罗市白塘乡赶洲村村民李厚胜为圆自己的

飞行梦，利用普通钢材、三轮摩托车发动机等配件，自己

制造出一架双旋翼“直升机”并进行了试飞。

今年 52岁的李厚胜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出于对飞

机的热爱，他自学相关知识，自己摸索，从 2013 年 8 月起

开始手工制作这架长 5.5米、翼展 6米、重 150公斤的旋翼

“直升机”。飞机的动力是农用三轮摩托车的发动机，骨

架是三角铁、不锈钢管焊接的，每副旋翼就是四片钢板，

摩托车龙头控制转向、油门和离合器，还有操纵杆控制变

挡和飞行方向。

李厚胜已经完成了第一次试飞，机身前部成功离地

40厘米。“虽然有飞机模样，但与自己心中理想的起飞状

态还有差距。”李厚胜说。他准备加强学习，继续改良飞

机，让他的飞机能飞得更高，更接近自己的梦想。

新华社记者 龙弘涛摄

李厚胜：

自制“直

升机”的湖南

汨罗农民

科技日报讯 （记者姜靖）东旭集团董事长李兆廷日

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应打

破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玻璃门”，优化民营企业在战略性

新兴产业相关领域的准入条件,构建对民营经济一视同

仁的管理和发展平台,优化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支持民

营企业特别是高科技类民用企业快速做大做强，不断发

展壮大。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总数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 99％

以上，但大部分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依然薄弱，相当一部分

企业尚未真正成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

应用的主体。

为此，前不久召开的两会上，李兆廷提交了《关于加

快培育创新驱动型企业的建议》的议案，建议我国要加快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顶层设计，加快建立和完善提升

自身创新能力的体制、机制。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出台相

关政策和措施，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创新驱动发展。

他还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尤其要加大金融和资本市场

对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支持企业充分利用新

型金融工具融资融券，支持和帮助企业发行债券、上市直

接融资、开展新型贷款抵押和担保方式融资试点等，改进

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服务，为民营企业开辟、拓宽多元化、

多层次的投融资渠道。

据悉，东旭集团是一家致力于民族光电显示产业的

民营企业，在国内先后开工建设和投产 20余条液晶玻璃

基板生产线，不仅彻底打破了国外厂商市场垄断局面，还

填补了我国显示器行业玻璃基板生产制造的空白。

李兆廷：打破民营企业

创新发展的“玻璃门”

3月 4日，张宝林在对陨石样本进行鉴定。

“摘天上的星星”是许多孩童和热恋者的夙愿，往往

被认为浪漫美好但不切实际。对此，北京天文馆陨石专

家张宝林有着不同的见解，“天外来物陨石就是‘坠落地

球的星星’”。张宝林从事天文工作 40余载，他不仅积极

向大众科学普及天文知识，还不辞辛劳前往各地搜集用

于科研和科普的珍稀陨石标本。

张宝林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涉足陨石领域，近 10年

随着媒体对新坠落陨石的关注而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记

者近日在北京天文馆见到张宝林时,正有多名“陨石”持

有者排队咨询鉴定问题。

据张宝林介绍,陨石一般生成于 46亿年前,寿命远长

于钻石。它坠落到地球陆地的概率约为 30%,能被人目

击的概率则更小。目击陨石,在中国并拾获的概率平均

一年只有一次。“陨石有三类,其中两类的最大陨石都在

中国发现。依我的判断第三种也很可能在中国,我希望

能亲自发现它。”张宝林说。 新华社记者 李欣摄

张宝林：

执着的宇

宙标本追寻者

■简讯

你不断地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其

实真的是很快乐的，

这种内心的快乐感

是其他物质不能取

代的。

“

”智斐智斐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