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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 安 天
下，种铸基石。”
远 离 城 市 的 喧
嚣 ，这 里 战 斗 着
一 群 默 默 无 闻 ，
甘于奉献的人，他
们 就 是 菏 泽 市 农
业科学院的科研工
作 者 。 市 农 业 科 学
院 始 建 于 1948 年 ，
74 年 来 ，一 代 又 一 代
农业科研人员筚路蓝
缕 ，靠 着 质 朴 的 初 心
和 超 然 的 境 界 ，无 私
付 出 ，守 正 创 新 ，在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的 过 程 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颗赤心事三农
辛勤耕耘结硕果

夏季，阳光炙烈，在市
农 科 院 大 豆 良 种 试 验 田
内 ，大 豆 研 究 所 所 长 王 秋
玲 每 天 都 会 带 着 她 的 团 队
在 田 里 劳 作 。“ 大 豆 最 关 键
的 时 间 段 是 在 出 苗 期 ，如 果
出 苗 期 没 有 问 题 ，一 年 的 收
成就装在兜里一多半了……”
把 35 年 青 春 献 给 大 豆 事 业 的
王 秋 玲 不 顾 浑 身 汗 水 ，对 年 轻
工作者说道。

我市大豆研究始于 1950 年，
内 容 涉 及 遗 传 育 种、生 理 栽 培、
植物保护等领域。大豆育种犹如

“十年磨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该团队先后培育跃进系列、鲁豆系
列和菏豆系列等大豆品种 30 余个，
为黄淮海夏大豆区的大豆品种更新
换代和大豆生产做出了突出贡献。

“ 种 子 是 最 好 的 见 证 。”王 秋 玲
说，在每个优良的新品种身上，都能
看到前一代的影子。一脉相承，接续
接力。在开展大豆研究的过程中，市
农 科 院 先 后 培 养 了 40 余 位 大 豆 专 业
研究人才，其中有 4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
津 贴 ，6 人 被 评 为 省 、市 专 业 技 术 拔 尖
人才，1 名山东省突贡专家，1 名菏泽市
突贡专家，成为该院人才队伍建设的重
要支撑。

“ 今 年 选 育、实 验 的 小 麦 种 子 已 经 全
部颗粒归仓了，‘三夏’时节，办公室里基
本看不见人。”在市农科院小麦研究所，高
级农艺师郭凤芝正带着工作人员查看仓库
内小麦种子的存储情况。

小 麦 研 究 所 共 有 10 人 ，每 年“ 三 夏 ”时
节，他们时常以田间地头为家，一待就是一整
天 。 他 们 头 戴 草 帽 、手 握 镰 刀 、脚 穿 陈 旧 布
鞋，不管男女均被烈日晒得皮肤黝黑，只有他
们身上穿的实验服、肩挎的科研记录工具才显
露出他们不仅是“农民”，更是一群十余年埋头
黄土地，秉承我国老一辈科学家踏实、严谨、执
着 精 神 ，为 我 国 粮 食 安 全 默 默 奉 献 的 小 麦 育 种
人。

该育种团队历经 13 年，专门为菏泽区域量身

打造小麦新品种“菏麦 29”，以 812.14 公斤、815.76
公斤的亩产量连续两年刷新菏泽市小麦单产最高
纪录。

一粒好种子，不光要长在试验田里，更要走向
田 间 地 头 ，装 在 老 百 姓 的 饭 碗 里 。 现 如 今 ，“ 菏
麦”系列小麦新品种在黄淮麦区广泛种植。一代
代育种人薪火相传，把科学研究做在田间地头，把
科技成果送进千家万户。

一粒种子千滴汗
“天涯海角”育良种

炙 热 的 太 阳 烘 烤 着 大 地 ，空 中 弥 漫 着 滚 滚 热
浪，让人喘不过气来。

中午 12 时许，市农业科学院玉米良种试验田，
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突然钻出几个浑身裹得严严
实实的人影，他们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汗水渗透
了全身的衣衫。

“这些玉米叶就像一条条锯齿，在里面干活必须
包裹得严严实实，否则会被割伤！”52 岁的市农科院
玉米研究所副所长曹凤格研究玉米已经 23 年。

“ 6 月 份 开 始 ，春 播 玉 米 育 种 材 料 开 始 授 粉 。
上午 9 时到下午 14 时是玉米授粉最佳时间，所以
天气越热，我们越要往玉米育种材料地里钻。”曹
凤格说，现在正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期，每天早上 5
时到试验田里观察玉米的生长情况，做好记录，是
他们的“必修课”。

育 种 是 一 个 长 期 的 过 程 ，想 成 功 培 育 一 个 满
意 的 玉 米 品 种 ，需 要 千 挑 万 选 ，反 复 试 验 。“ 这 个
过程经常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我们
很多研究是踩着农科院老前辈的脚步，才一步步
走到今天，他们的精神直到现在还感染着我们，让
我们在科研的道路上不怕困难、勇攀高峰！”曹凤
格说。

玉 米 的 生 长 离 不 开 阳 光 ，育 种 人 也 是 一 年 四
季向着太阳跑。为了打破气候条件限制，市农科
院在海南建设了加代繁育基地。自 2015 年开始，
玉米研究所农艺师徐书举便开始了南繁北育。

春 节 期 间 ，是 海 南 玉 米 授 粉 的 关 键 时 期 。 每
到那时，身在海南的徐书举都会放弃与家人团聚
的机会，坚持留在海南试验田中。 7 年间，他有近
一半的时间呆在海南偏远的农田里，肩挑背扛、亲
力亲为，时常忙至深夜。在别的家庭灯火可亲、团
聚一堂之时，他却只能通过视频与家人联络。

多年灌溉，一朝花开。经过几十年的沉淀和积
累，玉米研究所成功培育出了很多优良品种，深受
农民认可。其中，在鄄城的菏玉 138 玉米高产攻关
田平均亩产 918.21 公斤，创全市单产新高。

一代代育种人俯身大地，脸庞晒得黢黑，内心
却愈发火热。他们在漫长而艰辛的育种过程中以
身作则，甘作田野的守望者。“在不同时期、不同
阶段，市农科院都有新品种诞生、新的学科带头人
出 现 。”菏 泽 市 农 业 科 学 院 党 委 书 记 杨 涌 说 ，“ 农
业专家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一代接着一代干，在
世代交替中赓续为农情怀，这就是市农科院育种
人的精神风骨。”

“十三五”以来，市农科院承担省级以上科研项目
44 项，审定 (登记 )作物新品种 35 个，获得市级以上科
技奖励 52 项，发明（实用新型、软著）专利 36 项，发表
学术论文 117 篇。目前，小麦、玉米育种研究进入全
省先进行列，整体科研水平处于全省中上游。

在 科 研 方 面 ，市 农 科 院 每 年 承 担 上 级 科 学 试
验任务 60 余项，提供参加试验新品系 50 多个，引
进参试品种（系）3000 多个，通过试验进行评价鉴
定，为新品种审定及新技术推广应用提供科学依

据。“去年，我们成功立项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 区 域 特 色 中 药 材 规 范 化 生 态 种 植 与 质 量 控
制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示范’，实现了特色农
业研究的良好开局。”杨涌告诉记者。

党建引领红旗展
守正创新得始终

只有不断创新，饭碗才能端得更牢。
多 年 来 ，市 农 科 院 勇 立 潮 头 ，守 正 创

新，在新品种的产量水平、适应性、抗病性
上 不 断 创 新、不 断 提 高 ，各 项 发 展 硕 果 累
累。

市农科院每年开展科技培训、科技服
务活动 100 余次，培训科技人员、科技带
头 人 、种 养 大 户 、合 作 社 负 责 人 等 4000
余 人 次 ，服 务 指 导 群 众 20000 余 人 次 ，
被 国 家 科 技 部 授 予“ 国 家 星 火 计 划 工
作先进集体，被山东省科技厅授予“山
东 省 星 火 科 技 先 进 集 体 ”“ 山 东 省 星
火培训先进集体”等称号。

“ 目 前 ，我 院 安 排 示 范 网 点 100
多个、示范基地 2 万余亩，展示新品
种新技术 60 多个，推广应用新品种
新技术 500 余万亩，增加经济效益
5 亿元以上。”杨涌说，这些措施有
效 提 高 了 农 民 素 质 ，推 动 了 产 业
发展，助推了乡村振兴。

市 农 科 院 高 度 重 视 党 的 建
设 ，不 断 强 化 党 组 织 和 人 才 队
伍建设，为规范管理、健全人才
培养激励机制，先后出台规章
制 度 30 多 项 ，逐 步 形 成 了 务
实清廉、规范有序、干事创业
的良好生态。深耕不辍结硕
果。市农科院先后荣获“菏
泽 市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 菏 泽
市干事创业先进集体”“菏
泽市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基
地 ”“ 山 东 省 科 技 特 派 员
工作组织实施先进单位”

“ 菏 泽 市 学 习 强 国 工 作
先进集体”“市直机关先
进 基 层 党 组 织 ”“ 省 级
文明单位”等称号。

悠悠沃土，培养出
一代代吃苦耐劳的农
科 人 ，他 们 履 行 着 身
为 农 业 科 研 工 作 者
的 使 命 和 担 当 ，以
土 地 为 家 ，用 双 手
为 农 民 朋 友 送 去
高产丰收的种子，
用 双 脚 踏 出 服 务
三 农 、振 兴 乡 村
的 新 路 径 ，用 一
颗赤子之心，为
保 障 国 家 粮 食
安 全 、农 民 增
收 致 富 提 供
了科技支撑。

记者 仝志华
（本版部分图
片为资料片）

———菏泽市农业科学院寄情沃野育良种侧记—菏泽市农业科学院寄情沃野育良种侧记

田地里劳作的工人

农科专家送技下乡

科研人员针对大豆生长情况进行现场授课

市农科院积极组织志愿活动

科研工作者查看玉米授粉情况

农科专家下乡调研

发明专利及著作权登记证书

捐赠防疫物资疫情防控宣传进社区

市农科院领导调研小麦生产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