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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月球车”种地？李世全并不认为自己异

想天开，因为他是“天翻人”嘛。

“天翻”，甘肃陇西县方言，“不安分、爱折腾”

的意思，乡亲们以此称呼 62 岁的农民发明家李

世全。而他的另一个绰号更加“高大上”——“陇

西乔布斯”。

30 多年来，他发明的几十种农业机械，让成

千上万种粮人告别祖辈相传的艰辛劳作方式，过

上了“松活”日子。而他也在“天翻”着自己的人

生，一钉一铆、一锤一煅地打造着新的梦想。

李世全：爱折腾的“陇西乔布斯”

青海省共和县以浓郁的藏族风情、苍茫的高

原风光和壮美的青海湖、龙羊峡景区，远近闻

名。由于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养殖业是当地的支

柱产业。有趣的是，除了传统的牛羊畜牧，这里

养殖的居然还有“海鲜”——澳洲小龙虾。

创造这一奇迹的人是来自台北的陈茂麟，现年

50岁的他到青海之前，从事水产养殖业已近25年，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即进入大陆市场投资兴业。

就是这位“大陆通”，在 2012 年秋天第一次

来到海拔 3000 多米的共和县，见到长年保持 20

至 40 摄氏度的高原温泉，惊喜非常。“独特的地

热资源，淳朴民风和辽阔风光，让我想要留下来，

尝试高原水产养殖。”陈茂麟说。

说做就做！陈茂麟选中麻尼磨台村的曲沟

温泉，开始试验养殖澳洲小龙虾。起先还担心这

个主要分布在亚热带和热带地区的物种，会不适

应高海拔地理气候，没想到青藏高原天然富含矿

物质的地下温泉水，反而非常有利于小龙虾生长。

有了试验养殖的成功经验，2013 年底，陈茂

麟决定放手一搏，引进 10万尾小龙虾苗，正式启

动高原龙虾养殖事业。“每天我都像孩子一样照

顾着这些小虾苗，晚上起好几次夜看看它们是否

安好。”陈茂麟说，精心照料着“来自南国的小生

命”，陪伴它们一天天适应高原气候。生活里多

了希冀，日子过得特别快。

天有不测风云。2014年 1月，陈茂麟的项目

遭遇了一次灭顶之灾。当地气温下降至零下 20

多度，就在他和员工将龙虾养殖池水放空准备清

洗时，当地供电所突然停电。雪上加霜的是，备

用的小型发电机也出现故障。习惯生活在 25℃

至 29℃环境里的小龙虾骤逢极冷温度，一天内

死亡过半，让陈茂麟损失了 40多万元。

“那一刻，我的心碎了，创业的激情被高原的

低温所冷却。”他说。但凭着“爱拼才会赢”的个

性，他并未退缩。这次意外之后，陈茂麟做了更

充分的防范准备。发电机、水质分析盒、氧气泵、

水温表……很快一应俱全，小龙虾也在周密的保

护下从米粒大小长成巴掌大。

现在，陈茂麟拥有800多平方米的专业龙虾养

殖车间。龙虾出塘价约为每斤80元，春节前后上

浮至 120元左右，而养殖成本约为 10元。“今年秋

季，我的第一批高原澳洲龙虾将全面打向内地市

场，”他踌躇满志地说，“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

实现全年无季节选择性供应，与市场无缝对接。”

一年多来，陈茂麟越来越喜欢这片广袤圣洁

的高原。青稞酒、酥油茶，逐渐取代咖啡红茶成

为日常饮品。毕业于台湾艺术大学摄影专业的

他，还重拾起心爱的相机，闲暇时带着藏獒，四处

走走、拍拍照片。总是一身时尚 T恤、牛仔裤、运

动鞋，戴着棒球帽，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

了许多。

唯一的苦闷就是乡愁。陈茂麟说，很思念

“留守”台湾的妻儿，还有远赴加拿大留学的长

女。“想他们的时候，我就会去标注着‘台湾小吃’

字样的餐厅，尝尝家乡的味道，聊以安慰。”

谈及事业前景，陈茂麟信心满满。他计划增

建 15 个专业工厂化养殖车间，并为当地农牧民

提供种虾苗与龙虾养殖技术，回收后统一销售，

帮助他们发家致富。他还想利用曲沟的地热资

源，发展现代化休闲渔业养殖示范区，形成“龙虾

养殖一条沟”。

“我喜欢青海，这里有我的创业梦，高原生活

也让我变得平和、随缘。我相信，青海会是我的

福地！”陈茂麟说。 （新华社）

青藏高原上的台湾养虾人

科技日报讯（申琳）近日，在河南科技学院科技

工作大会上，学校发放260万元，重奖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获得者茹振钢教授小麦育种团队，旨在鼓励

创新，让更多的科技人才创造出更好的科技成果。

2013 年，由茹振钢教授主持完成的“矮秆高

产多抗广适小麦新品种矮抗 58 选育及应用”项

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实现了河南省高

校 30 年来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对促进河南省

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

突出贡献。2014年 4月，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文

件，对河南科技学院和茹振钢教授通报嘉奖。

此次重金奖励科研功勋，是对学校对茹振钢

教授等科研人员所做贡献的充分肯定，是进一步

调动和激发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提升学校

科技创新能力，壮大学校科研实力的重大举措。

茹振钢教授表示，决不辜负大家的期望，一

定会带好小麦科研团队，用好奖励资金，努力搞

好教学、科研和推广工作，争取在高光效小麦、杂

交小麦、新核型小麦三大科研层面上再创佳绩！

河南科技学院党委书记牛书成向记者介绍，茹

振钢教授团队培育的小麦品种“百农矮抗58”代表着

学校科技创新的特色和水平，今后的几年中，学校努

力创造出更好更多的科技成果，为实现中原崛起河

南振兴富民强省的中原梦做出更大贡献！

茹振钢团队：获学校260万元重奖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婷婷）“在中国成立柯

达乐芮公司是我们全球战略的重要里程碑，中

国市场是我们履行品牌承诺的关键市场，潜力

巨大。”柯达乐芮首任首席执行官罗瑞福在 7 月

10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阐述了赢得中国市

场对柯达乐芮取得整体业务成功的重要性。他

表示，柯达乐芮的目标是通过渠道伙伴、线上、

实体店、移动设备等渠道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

品和服务，改善人们在工作生活中与图片和信

息交互的方式。

柯达乐芮于去年 9 月从伊士曼柯达公司独

立出来。公司注册资本为 12 亿美元，在全球 34

个国家拥有 3400 名员工。在中国，柯达乐芮拥

有数家分支机构。

柯达乐芮中国分公司个性化影像部 10日宣

布，这家公司将业务拓展到手机照片打印领域，

推出柯达即时印——通过手机即时打印照片，给

消费者提供颇具乐趣的即时打印体验。届时，消

费者下载安装柯达乐芮新发布的智能手机应用

软件，通过无线网络连接即可在柯达即时印服务

点通过智能手机直接打印照片。这一举措进一

步将公司产品扩展到互联网、移动及社交领域，

满足了当代消费者的需求，又使柯达乐芮业务进

一步延伸。

柯达乐芮CEO：“手机照片即时印”将来到你身边

日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为该校毕业生致辞，节选如下：

我相信，一所大学的价值，不能用毕业生的工资来判断，而应以

它的学生在毕业后对社会、对人类的影响为依归。

今天，你们毕业了，我送你们钱穆老师的一番话：你们一个人怎

么样做人，怎么样做学问，怎么做事业，我认为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基

本条件，就是我们一定先要认识我们的时代。我们生在今天这个时

代，我们就应该在今天的时代中来做人、做学问、做事业。

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这是一个个人主义抬头的时代。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

不应只顾自己的利益，不要过于自以为是，而要学会多听别人意见，

考虑各方看法，协力实现梦想。

这是一个资讯爆炸，是非难辨的时代。但事情往往不是表面看

来那么简单，是非黑白往往需要仔细分析，深入了解。大学教育的

目的，是培养独立思考。

我盼望中大毕业生能虚怀若谷，以远大眼光，包容态度，带领我

们的时代。我盼望中大毕业生能恪守道德，做好本分，不要为了个

人利益，埋没良知。我盼望中大毕业生能认识时代，引领潮流，不流

俗、不盲从，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各位毕业同学，当我诵念你们的名字时，我默祷你们都能不负此生。

引领潮流 不流俗 不盲从

7月 14日，60岁的乌拉什在自己的麦地里留影，他种植 100亩
小麦，因用水充足长势良好。

麦海因村是新疆额敏县的一个牧民定居点，建在附近的麦海因
水库是 2010年以来新疆首批开建的 4座牧区水库之一。这座由国
电新疆公司投资 7000余万元修建的水库自 2012年投入使用后，解
决了1.8万人和10.5万头牲畜的用水需求，保证了下游灌区6.5万亩
土地的灌溉用水和200户定居牧民的饲草地用水。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蓄水兴草”惠泽牧民

7月 12日，中国心律学会主任委员、北大人民医院电生理室主
任郭继鸿教授在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县虎跳峡中心卫生院义诊时
指导当地医务人员。

在为期 9 天的 2014“同心·共铸中国心——迪庆行”公益活动
中，来自北京等地的“同心·共铸中国心”医务专家在开展义诊巡诊的
同时，还利用一切机会尽己所能对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和指导，
内容包括培训讲座、查房指导、专家健康讲堂、疑难病症会诊等。

2014“同心·共铸中国心——迪庆行”组委会表示，将通过这次
活动探索建立北京市医院与迪庆州医院的长效帮扶机制，培养一批
留得住、用得上的实用医疗技术人才，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伍。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饿——这是李世全印象最深的童年记忆。

小学时，一次放学回家，他饿得直打晃，父亲

下狠心买了块巴掌大的白面饼，掰给他半个，他

吃完以后把手指头吮了半天。

“我那个时候就不服：我们那么大的土地，为

啥吃不饱？为啥不如人？”在李世全眼中，只有机

械化才能解决中国人的粮食问题，才能让面朝黄

土背朝天的乡亲不再那么苦辛。

就在穷苦的日子里，他开始显露发明天赋：4个

塑料药瓶盖，用小棍儿串成两组“车轮”，再用硬

纸片做成“车身”，上头插个小风车，风一吹就往

前跑了，引得一群小伙伴叽叽喳喳地追赶。

改革开放后，他的发明家梦得以伸展。

一天，他去秦安县送货，瞥见一位正在种菜

的老人动作有点怪——每次点种，先挥拳在地膜

上砸个窝窝，再把种子下到窝窝里。

李世全蹲在一旁左看右看，不明白。老人

说：“下雨就有用了，窝窝里的菜长得好。”

甘肃十年九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地膜覆盖

技术推广以来，土壤里的水分保住了，可是金贵

的雨水却从地膜上淌走了，很难滋润到膜下的根

茎。而这位老人让李世全开了窍——播种时用

机器在地膜上压个沟，不就能留住雨水了？

2009 年，他发明的“全膜、半膜式双垄沟机

械覆膜机”被授予国家专利。

如今，他的农机厂年产值过千万元，农机具

远销内蒙古、陕西、宁夏、新疆等省区。

可是，李世全对赚钱不大上心，厂子的经营

完全交给了儿子，自己只管发明。最近，他的

“天翻”劲真的上了天——他瞄上了“玉兔”月

球探测车。

“你看月球车。”他张着双臂前后舞动，夸张

地模仿着月球车行进，“我就在想，那么远都能在

地球上遥控着工作，咱们在自家地边遥控种田也

不是啥难事！”

他想将月球车的原理应用在农业机械上，

“将来，要让农民拿着遥控器在家里的电脑旁操

作种田，人歇着，让机器去干活。”（据新华网）

农民发明家是“饿”出来的

机器轰鸣，李世全的妻子累得满头大汗。磨

面机、50 来只鸡、七八头猪，磨坊内外都得她一

个人照顾，还得带娃、做饭。最累人的是给磨面

机上料，四五十斤重的粮食桶，要举到两米高往

下倒，每倒一遍都憋得满脸通红。

正在田里忙碌的李世全心疼妻子却帮不上

忙，就想，要能自动上料就好了。

缺零件，少设备，没图纸，他只能自己琢磨，

又跑到国营面粉厂里去“偷”技术，最后竟然真的

鼓捣出一台自动上料磨面机。

粮食顺着传送带溜进去，磨好的面粉淌出

来。妻子激动得差点掉眼泪：“你可把命给我救

下了！”

这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那时，李世全的家

乡甘肃定西地区以“苦瘠甲于天下”闻名于世，人

们穷得饿瘪了肚子，又被落后的生产方式累弯了

腰。而李世全所有发明都是奔着一个目的：让土

里刨食的人们过得“松活”些。

以前农民都用手掰玉米粒，掰一根玉米棒子

至少要半分钟，手掰得生疼。1998 年，李世全发

明手摇玉米脱粒机，五六秒就能脱粒一根。

发明了这么多东西，他自己最喜欢这台不起

眼的小机器，因为它让无数关节粗大、皮肤糙黑

的手指头得到了放松。

他常爱回忆那个灵光乍现的时刻——

“进料口怎么控制呢？大了玉米掉下去，小

了玉米塞不进……”念叨着这个困扰已久的难

题，他坐在沙发上，灵感从屁股底下突然传来：加

弹簧，不就小大皆宜了？

受 益 的 乡 亲 们 感 激 李 世 全 。 一 次 ，他 到

邻村去，一个老大爷把他认出来，跑回家捧出

个 馍 ，非 要 他 吃 不 可 ：“ 你 不 吃 一 口 ，我 过 意

不去。”

李世全的眼睛当时就湿润了。

“你可把命给我救下了”

当 地 农 民 都 睡 土 炕 ，冬 天 生 炉 子 不 易 掌

握——火小了炕凉，火大了烫人。

1994 年，李世全家炕上突然冒烟了，炕席竟

被烤着了火。一瓢水浇熄了火苗，一个念头却在

头脑里点燃了——他决心改造土炕。

“听说从汉朝起土炕就是这模样，你能折腾出

花儿来？”妻子一肚子牢骚，因为李世全把炕拆了做

实验，整整三四个月，一家人只好用木板打地铺。

李世全一边赔笑脸一边研究，最后想出一个

方案：在炕面下加个水箱，通过水温控制土炕的

温度，简便多了。

他的“炕头热水器”引得四里八乡几千人前

来参观。如今，定西农村百分之七八十的土炕都

用上了这种新技术。

灵感和韧性——当发明家，这两样缺一不

可，李世全二者兼备。

陇西盛产中草药，许多农民因此发家致富。

而城里人不知道，挖药是特重体力活儿。手握三

四十斤重的药叉挖黄芪，一天下来，累得连水杯

都没力气端。十三四个人一天最多也就挖一

亩。每到秋天，这样的场景都要持续一两个月。

李世全决心发明一种挖药机，让种药的老乡

们少遭些罪。

他整整花了 3年心血。其中，有两年卡在挖

掘深度问题上。药叉一插深了就“死机”，怎么试

怎么不行。

那两年，他有时正吃着饭，忽然就停了筷子，

脑子里浮现出药叉；正跟人说话，转身就走，连招

呼也不打……妻子很害怕：他是不是脑子坏了？

2010 年，一次在县城坐公交车，他突然听见

一阵“嗡嗡”的震动声。往窗外一看，是修路工人

在用振动棒破碎水泥路面。顿时，他心里像打开

了一扇窗户，气得直捶脑袋：“‘振动＋冲击’，以

前怎么就没想到呢？”

那年夏天一个清晨，他改造的新机器开始实

验了。药叉边振动边往土里挖，他趴在地上不错

眼珠地盯着，恨不得一头钻进土里去看，心提到

了嗓子眼儿。

10 厘米、20 厘米……50 厘米！他一下子蹦

起来，手舞足蹈，大喊大叫，把周边一群人惊得目

瞪口呆。

“成功那一刻，比当皇上还高兴！”多年后回

忆起来，他仍然眉飞色舞。

“中药材筛式挖掘机”工作效率比传统人工

提高了上百倍，挖一亩黄芪只用半个小时，而且

成本很低，他因此获得第三项国家专利。

“那一刻，比当皇上还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