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大地素来是中国粮仓，从古至今，在这

片广袤的土地上农桑之业一直都被视为根本。

在创业浪潮席卷的今天，IT、风投、互联网成为时

代的宠儿，然而却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有高

学历、高知识，又充满创意，却选择放弃都市生

活，回到中原麦田里端起大碗茶，开拓一片新天

地。29 岁的王灵光就是这群“麦田创客”中的一

员。

2010 年 7 月，当时还是河南农业大学一名学

生的王灵光，不顾家人反对，在漯河市郾城区流

转 200亩地，建立现代农业高产示范基地，成立了

合作社，开始农村创业。

王灵光推出的“农业技术外包”经营模式，实

现了农业技术与资金的优势互补，成为规模农业

规划种植和运营服务专家。合作社免费的高产

技术推广和农业科技服务，已覆盖土地 5万多亩，

辐射漯河、周口、南阳等 4 个地区。此外，王灵光

带领团队开发无人植保飞机，已经承担超亿元的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项目，打造农业技术外包和订

单农业平台，事业发展得红红火火。

“当时有人笑话我回家种地还夸口说创业，

可我相信农民绝不是刨坑种地，有文化、懂技术、

会经营、躬耕于田间地头的新型职业农民，是未

来农业最先进的生产力。”王灵光说。

王灵光这样的“麦田创客”，有文化、懂技术、

学习快，实实在在地给农业生产注入了新活力。

引入现代农业科技体系和经营理念，麦田创

业不再是简单的规模化种粮，麦田创客们已经实

现了从经营农业向服务农业的新转变。麦田创

业的 6年时间里，在王灵光的带领下，合作社不仅

流转土地超过万亩，还形成种植、加工、销售的

“一条龙”以及高产农业科技研究、应用与推广的

“全链条”。

河南省南阳市赵河镇以每亩 800元地价流转

了农民土地，由王灵光的德行丰民专业合作社提

供农业服务，实行统一供种、统一施肥、统一机

播、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田间管理。在合作社的

指导下，赵河镇推广精量半精量播种、测土配方

施肥、秸秆还田等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并且建设

了万亩连片吨粮田示范方。合作社的高产技术

和农业科技服务改变了赵河镇的农业，其小麦平

均亩产已达到了 630 多公斤，玉米平均亩产在

620公斤，较过去稳定增产了近百斤。

目前，王灵光已经组建了一支 70多人的农业

创业团队，其中 30 多人是硕士研究生，团队平均

年龄不到 27岁。“农业是年轻人创业的新蓝海，农

业创客也将是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新生力量，

是活跃农村经济、破解‘三农’难题的生力军。”王

灵光说。

（据新华社）

这群硕士生竟从麦田里掘出了“金子”
文·宋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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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朝阳，被誉为“量子鬼才”的“80后”教授，今年

6月入选《自然》杂志评选出的十大“中国科学之星”。

陈宇翱，和同事们一起创立了世界上首个五

光子纠缠实验平台，32岁那年荣获欧洲物理学会

专门为全球顶尖青年科学家设立的菲涅尔奖。

雷久侯，2013年获得首届空间天气科学青年

创新奖。

……

这些名字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教授、国家“青年千

人”计划入选者。

在中组部前七批“青年千人”计划申报中，中

国科大共入选 146 人，位居全国第二。到岗人员

中有 6位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占全国“青

千”获得杰青人数的近三分之一，另有 13 位获得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地处东部腹地的中国科大，地理上并不占优

势，它是如何“筑巢引凤”并取得累累硕果的？

一所大学和146名“青年千人”

为什么选择中国科大？这是很多“青年千

人”计划入选者回国之初遇到最频繁的问题。雷

久侯的回答很简单：纯粹的学术环境。

学术环境就像树木成长的阳光雨露，不可或

缺。归国研究人员在回国之前最担心的就是能

否适应国内的学术环境。

雷久侯与中国科大的结缘，是从“偶然”到

“水到渠成”。2010年，雷久侯的工作单位美国国

家大气研究中心接收了一位来自中国科大的访

问学者，此前他与中国科大并无交集。同是中国

人，又有着相同的研究领域，俩人很谈得来。

在一次聊天中，这位学者建议雷久侯到中国

科大去从事研究工作“科大适合安心做研究”。

2011 年，适逢中组部启动“青年千人”计划，申请

之前，雷久侯到中国科大顺访。“中国科大与我在

美国的研究环境很像，校园不大、沉静、不浮躁。”

经过深思熟虑，雷久侯拒绝了其他邀请，来到中

国科大。

与雷久侯不同的是，袁军华对母校中国科大

很熟悉。2012 年，袁军华入选“青年千人”计划，

从哈佛大学回到母校。而在他还没回国之前，已

经开始购买仪器、着手建设自己在中国科大的实

验室。

由于“青年千人”计划配套经费的落实会有

个时间差，如果要等经费完全到位，可能会浪费

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实验室建设不能等，怎么

办？中国科大的做法是，给青年人才提前开辟绿

色通道，预先将钱“借”给他们。

“实验室建设过程中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校

内办事都很方便。”袁军华说，“友好的财务等人

才支持系统，让刚回国的我们不用分心于日常的

繁琐事务，而将精力全部投入科学研究”。

“科大很注意培养年轻人，这是科大能够永

葆竞争力的原因。”中国科大党委常务副书记、副

校长窦贤康说，在科大，从来不会论资排辈，会按

照教学和科研上的成果来对老师进行评估和激

励，我们会尽最大可能给予“千人计划”“青年千

人”等才俊最好的待遇。

纯粹的学术环境

一所大学吸引人的地方在哪儿？有颜值（好

的办学条件）、有担当（优秀的学术成果）还不够，

大学的文化环境就像树木生长的土壤，营养丰富

才能枝繁叶茂。

“不打扰”，是自由文化环境的重要体现。科

学研究有它内在的规律，需要一定时间的等待和

滋养，硬性的考核指标往往会伤害科研人员的研

究热情。在中国科大，关于业绩的“硬性考核”却

有着合理的求解：“柔性考核”。对高层次人才，

学校只是通过学术交流会对他们 3—5 年的阶段

性工作进行总结，不作计工分式的硬性考核。

可是“柔性考核”会不会让人产生惰性呢？

“不会！这来源于一种文化自信和学术自觉。”

第一批“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中国科大地球

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人力资源部副部长黄方

回答。

在回国的第一年，黄方课题组没有一篇学术

论文产出，“可是我心里并不慌张，我一直在认真

工作，出成绩是迟早的事情。”黄方的自信有着坚

实的支撑：2011 年起，他和地球物理专业的吴忠

庆教授合作开展量子化学计算同位素分馏系数

的工作，很快就在交叉学科方向打开局面，几年

来已经发表诸多有影响力的论文，培养了一些视

野广阔的学生。

以学术交流替代计工分式的硬性考核

对于归国人员来说，除了科研环境、学术氛

围的适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家庭因素的

考虑。

2011年刚到科大的时候，学校为雷久侯一家

准备了一套刚刚装修过的周转房。但新装修的

房子有些味道。由于担心年幼孩子的健康，雷久

侯跟学校提出，换一套老一点、不是新装修过的

房子。提出要求的第二天，学校就为他解决了。

人才工作要直达人心

教育部近日发布的《关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十三五”

期间，我国将实施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

鼓励优秀教师给本科生上课。要落实教授给本

科生上课基本制度，将承担本科教学任务作为教

授聘任的基本条件，让优秀的教师为本科一年级

学生上课。

常理而言，本科生教育是大学教育的重中

之重，恰缘于此，对本科教育需要配备最优秀的

师资，教授和副教授应当成为本科生的主要师

资力量。然而，现实中久被诟病的一种现象是，

年轻教师尤其是讲师群体成了给本科生上课的

主要群体。

教授们为什么不愿给本科生上课？这是一

个曾被无数次讨论的话题。有分析认为，教授们

不愿给本科生上课，原因主要是以下三种：一是

教授们太忙，他们既要搞科研，还有硕士和博士

研究生的培养任务；二是在高教的评价体系中，

无论是职级晋升，还是奖项评定，授课的数量与

质量所占比例往往过低；再就是现实的利益诱

惑，高校的授课费用太低，甚至远远低于随意一

次出外讲学的费用。

由此可知，教育部明确提出“将承担本科教

学任务作为教授聘任的基本条件”，看似是一种

制度的构建，其实更是一次倒逼。只有承担起更

多的本科教学任务，才能晋升为教授或被续聘为

教授，这必然会督促那些曾经“过于忙碌”的高校

教师或只专注于硕士博士教育的导师们，更积极

地参与到本科教学。

不过，要让教授给本科生上课，还需要构筑

起更多的倒逼力量。这值得每一个大学去思考，

并加以兑现。譬如，如何在现行的评价体系中，

让授课的数量与质量占到较大比例？让那些科

研成果相对有限但教学成绩良好的教师，也能被

顺利晋职并获得种种奖励？再譬如，约束高校教

授们的种种兼职行为，让他们有更多精力用于本

科生教育。

如何让教授重新回到本科生的教堂？不要

指望倡导就能达到目的，人都是“经济”的，教授

们亦不例外。只有构建起系列的约束和引导，让

大学教师感觉本科教学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自

己都是一件“有益”的事情，教授为本科生上课才

会成为自觉的举动。一流大学离不开一流的本

科，一流的本科需要一流的教师来培育。早在几

年前，教育部就要求“教授为本科生上课”。如今

再以一纸明文的意见来强调，其中意味不言而

明。在教育部意见出台后，期待高校能够主动构

建更多相关的倒逼和引导力量。

让教授重回本科生课堂需要分几步

7月 24日，代表西安交通大学出征的“笃行队”获得冠军，
队员们兴高采烈。当日，RoboMasters2016全国大学生机器
人大赛西部分区赛在西安交通大学闭幕。作为全球最大的
机器人赛事之一，来自全国 79余所高校 95支队伍分别在北
京、西安、厦门、武汉四个分赛区展开对抗。西安交通大学、
兰州理工大学等西部前5名队伍将代表西部赛区参加全国总
决赛。据悉，总决赛冠军成员将获得大疆公司提供的20万元
奖励，并免试进入香港科技大学攻读研究生。

视觉中国

西安交大称雄机器人大赛

“初中化学、物理3D虚拟实验室教学系统”近日在河北省
临城镇中学正式投入教学应用培训。这套基于虚拟现实技术
研发的系统涉及初中化学、物理全课程实验教学内容。该系
统包含教学版和学生版两种子系统，教学版可实现基于PC端
课堂投影教学应用；学生版可实现网络远程自主下载3D实验
交互实时操作、实验内容在线考评、实验错题数据分析及补差
练习等功能。图为临城镇中学教室内，该校利用暑期集中学
科老师开展教学培训研讨。 陈会彦摄

暑期体验3D虚拟教学

“青年千人”计划产生的影响，发挥的作用

到底如何？黄方认为，“青年千人”带来一些欧

美名校的前沿知识和先进理念，扩展了学生的

视野，增加了海内外交流的机会，同时也可以突

破学科研究方向的障碍，增加学校的竞争力，一

举多得。

黄方不仅给本科生开课，还主动承担一届

本 科 生 班 主 任 的 工 作 ，雷 久 侯 更 是“ 乐 学 于

教”。无一例外的，“青年千人”计划人才大都承

担了本科教学工作。“教学相长，我将最前沿的

科技知识传授给学生，同时学生也促使我对原

有知识进行思考，这是一种正面的提升过程。”

雷久侯说。

在褚家如看来，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内的

科研条件和经济条件都比不上欧美国家，国内流

失了很多人才。近年来，随着国力的不断提升，

科研和经济条件有了飞速发展，国家实施的相关

人才计划使大批英才“回流”，对提升国内的科研

水平有很大的作用。“这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

年轻人，敬业、谦逊、关心学生、因材施教，将传道

授业解惑的师者责任放在心间。”

在注重从国外引进人才的同时，中国科大也

十分重视“土著”青年教师培养。“我们每年拿出

一笔钱，资助有潜力的青年教师出国进修，保留

他们在学校的待遇，并提供其在国外体面的研修

生活费。”窦贤康说，学校批准他们出去的唯一条

件，就是他们找的实验室和导师的水平必须是一

流的。

“青年千人”发挥的作用到底如何

文·王 聃

■将新闻进行到底
文·刘爱华

“心里很温暖，学校的关心体现在每一个细节

处。”雷久侯说。

“我们尽可能做好后勤服务，解决生活上的

后顾之忧，让他们可以安心做科研。”中国科大

人力资源部部长褚家如表示，“人才工作要直达

人心。”

回国那年，袁军华的儿子刚上小学二年级，

看不懂也听不懂中文。上课时，孩子看到老师嘴

巴不停在动，可就是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孩子

心里产生了很大的落差。夫妇俩非常着急，“好

在科大附小的老师们都很负责，他们对孩子很照

顾，还特别为他定制了学习计划。”

语文成绩跟不上，老师就利用各种方法让孩

子练字、开口说中文；英语老师特意给他单独开了

一份超越同龄人的英文原著阅读书单。如今已经

小学五年级的孩子，成绩已在班级里名列前茅。

“中国科大为青年引进人才提供了全方位的

后勤保障。”褚家如说，“学校不仅为他们提供住

房，还为他们的子女提供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学校

教育。”

7月 21日，山东聊城大学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的航
模爱好者们带着自己设计的航模来到江北水城度假区傅家坟
村，与这里的孩子们一起学习航模知识，让小朋友们放飞自己
的科技梦想。航模爱好者们为他们宣传普及航模知识，讲解
模型原理。培养他们的科普兴趣，满足小朋友对科学的好奇
和求知欲，使孩子们从小树立科学梦想。在志愿者的帮助下，
孩子们与志愿者一起操控，放飞“纸”飞机，模拟控制航模飞
行。活动的开展让乡村的孩子亲身体验了学习航模、掌握科
普知识的快乐，让更多的农村孩子拓宽知识面,放飞梦想。

赵玉国摄

大学生航模团来到乡村

7月 22日，江西万年县纪委和县教体局联合在万年中学
举行了“师恩不需酒桌摆，谆谆教诲心中留”拒绝谢师宴签名
承诺活动。数百名老师和学生自发来到学校在“拒绝谢师宴”
条幅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徐声高摄

师生签名承诺拒绝谢师宴

图片来源于网络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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