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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天财：

河南省政协常委，河南农
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河
南粮食作物协同创新中心主
任，河南农业大学作物学国家
一级重点学科小麦栽培方向学
术带头人，曾获“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国家科技进步
奖2项。

政协委员中的共产党员系列报道

10月16日，世界粮食日。
早8点，一辆白色轿车从河南农业大

学家属院缓缓驶出。
坐在后座上的郭天财从口袋里掏出一

片润喉糖，放进嘴里，随身携带的保温杯
里还泡着冬凌草茶。“这几天说话太多。”
郭天财的“话多”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地里的水下去没有啊，挖挖沟先排
排水”“今年种的啥品种”“不要一晚播就
着急，就粗耕滥种”……1个多小时车
程，郭天财电话不断，反复与种粮大户沟
通着小麦耕种情况。“我的号码向全社会
公布，所有陌生电话都接，保不准是农民
有问题咨询哩。”郭天财忍不住补充了一
句，“接到的推销、诈骗电话也很多，可
讨厌。”

往年这时候小麦播种已近尾声。今
年，河南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些地方田
间积水严重，大部分地区土壤墒情过湿，
给适期收秋种麦带来严重影响。“从事小
麦栽培研究40多年，第一次遇到这么大
的降水量。”透过车窗，郭天财自语：“这
样的好天气能再持续一周就好了，让农民
把小麦种上。”

一年又一年，与田野为伴，以小麦为
友。郭天财看的是小麦，想的是小麦，一
天也离不开小麦，这位农业科学家便得了

“郭小麦”的昵称。

■“白面馍”的梦想

自郑州出发，越过郑新黄河大桥，一
路向北，约70公里处，记者随郭天财来
到了有着“中国第一麦”之称的延津县。

“我国出口的第一船食用小麦就是延
津的。”凡是河南种植小麦的地方，郭天
财早就跑了个遍，每个地方都了如指掌。
最近，郭天财更是片刻不停、往返各地，
现场给农民朋友支招，“越是有灾情，越
要在农民身边。”

在高速口与当地农业农村局负责同
志、种粮大户碰面后，郭天财直奔地里。
踩一踩深耕后的地，郭天财慢慢蹲下，抓
起一把土，在手里细细揉搓，“不急于旋
耕耙地，要晾一晾，散散墒，等地露大白
茬时再耙实播种。”郭天财说，播种要浅
一些，利于出苗。

狂风吹起白发，无言的黄土地，见证
着郭天财从满头青丝到鬓发染霜，用他自
己的话说，“从馋嘴的小男孩已经成为头
发花白的小老头。”

“馋嘴的小男孩”却有着吃不饱饭的
童年。“早上汤，中午糠，晚上稀饭照月
亮。”郭天财说，上小学的时候，书包里
总要带上妈妈蒸的菜团子，菜团子不扛
饥，饿肚子的滋味让他至今印象深刻。

1974年，高中毕业的郭天财被保送
到河南农业大学。“我是农民的儿子，我
知道饿肚子的滋味，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将来当一名农业科学家，让所有人都能吃
上白面馍，不再饿肚子。”书生意气的郭
天财为自己立下了这样的志向。

1977年，郭天财毕业留校，从事教
学和小麦科研工作。

小麦高产，一靠良种，二靠良法。而
小麦栽培技术研究，立项难、争取经费
难、出成果难、发表高影响因子论文难，
历来被视作是为育种者“做嫁衣”，无名
又无利，辛苦又劳累。

但郭天财偏偏就做了。“农民太需要
栽培技术了！你不能光给他一个好品种，
你得告诉他咋种咋管才能投入少、产量
高、效益好。”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民有着深
厚感情的郭天财认准一个理儿——“党和
人民需要什么，我就干好什么。”就这
样，他开始奔走在永无止境的小麦栽培道
路上。

“还是那片天，还是那片地，同一个
小麦品种，产量为什么会有那么大差
别？”郭天财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
就像孩子的成长，基因很重要，但后天的
学习习惯、成长环境也很重要。

“搞小麦栽培研究，就是要因地、因
种制宜，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把良种的
潜在遗传优势发挥出来。”20世纪80年
代初，郭天财接任河南省小麦高（产）稳
（产）优（质）低（成本）研究推广协作

组组长。根据当时人多地少、粮食供需长期
处于“紧平衡”的情况，郭天财将小麦高产
与超高产作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课本上种不出高产试验田。”在小麦长
达8个月的生长期里，郭天财有2/3的时间
都是在田间地头度过，衣服鞋子常年沾满泥
土。麦子种下了，他就往麦地里跑，麦子收
了，他就往实验室钻。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郭天财带领
课题组依据河南生态生产条件和小麦生长发
育特点，集成了选用优良品种、测土配方施
肥等关键技术，河南小麦亩产由1949年的
85斤提高到850多斤，比世界平均水平高
近1倍；全省小麦总产由51亿斤增加到720
多亿斤。

以前，河南农村曾流行着这样一句话：
“小麦小麦，（亩产）不过一百（斤）。”现在
随便找个农民问一问，一亩地一般都是
1000多斤的收成。

作为小麦栽培方向学术带头人，郭天
财主持申报的“河南粮食作物协同创新中
心”被认定为“国家2011计划”全国首批
14 个中心之一，被誉为河南高等教育的

“里程碑”。

■“捞面条”的赌注

头发白了也不染，皮鞋脏了也不擦……
在周围很多人看来，郭天财太不“讲究”，
不像个教授。

“咋讲究？皮鞋擦了到地里也是两脚
泥。”郭天财说：“种地，要恁讲究干啥！”

郭天财经常穿梭在田间地头，抓起一把
土，看墒测湿；拔下一株苗儿，看病测虫
……郭天财走到哪里，培训课堂就搬到哪
里。许多农民都知道他的电话，经常打电话
向他咨询问题；还有农民带着麦苗麦穗，跑
到办公室问他如何种小麦，好像看病找专家
挂号一样，只有听专家说了才放心。

一来二去，郭天财就成了河南农民心里
想、嘴上喊的“郭小麦”。

采访中，郭天财给记者讲了他指导农民
种植的一次经历：“有一年春节刚过，我下
乡看到有个农民在麦田追肥浇水，就用随身
携带的小铲子查看土壤墒情，测量麦苗生长
状况，告诉他怎么管理麦田，并递给他一张
名片，对他说我是河南农大的教授，你照我
说的做，如果增产了，就请我吃碗捞面条；
如果减产了，就拿着这张名片到处吆喝，郭
天财是个‘草包教授’。麦收后，他打来电
话告诉我，‘一亩地多收了200多斤’，并邀
请我去他家吃捞面条。”

“种小麦可真是个技术活啊！”郭天财做
小麦研究40多年，从没有发现哪两年的气
候条件完全一样；同一块地，水肥条件不一
样；同一个品种，在不同的气候和水肥条件
下，表现也千差万别。这就是栽培学家必须
面对的难题。

“身上不带点土，脚上不带点泥，就不
是一个合格的农业科技专家。”说着，郭天
财从随身挎包里取出两个物件，一把小铲子
和一个钢卷尺。小铲子是到麦田用来挖土看
墒情和小麦根系生长情况，钢卷尺是用来测
量小麦的株高等生长状况。正是利用这两样
小工具，郭天财能及时发现小麦生产存在的
问题。

“中国的农民是很可爱、可亲、可敬
的。”郭天财说，自己经常从农民身上学经
验。这些天，郭天财一直在全省各地跑，拜
访了不少种地“老把式”，听听他们对小麦
晚播的想法和建议。

在鹤壁浚县王庄镇小滩村，郭天财见到
了种粮大户魏方月。“我们种粮大户都是在
霜降到立冬期间种麦。去年，我就是这时候
种的，亩产1200斤。晚些种，春季不易发
生晚霜冻害，后期不易倒伏。”魏方月种了
11年麦子，不担心种得晚，“这几年冬天偏
暖，错后一个节气对小麦产量影响不大。”

“前几次来，都揪着心，这次踏实多
了。”郭天财悬着的心稍有缓和。他将自己
这段时间的研究与思考整理成文章，通过媒
体，给农民朋友写了信，把麦播注意事项分享
给大家，“希望你们在大灾之年能依靠科技种

足种好小麦，确保明年夏粮能有个好收成。”
经常身处农村的郭天财，已成为许多农

民的良师益友。“要想创高产，种啥？咋
种？咋管？得问郭老师！”这句话，在许多
农民中间交口相传。

如今，郭天财的“白面馍”梦想早已实
现。吃得更优质、更营养、更健康成了郭天
财的心头事。

河南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期间，亮相
“委员通道”的郭天财道出了自己的思考：
河南虽然是小麦生产大省，但还不是小麦生
产强省，突出表现在小麦产量多而不优、产
业大而不强，品牌众多，杂而不亮。他建议
河南小麦生产发展必须在稳定产量前提下，
大力发展市场紧缺的优质强筋和弱筋小麦，
着力提高优质化、绿色化、品牌化水平。

郭天财提交的《河南小麦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建议》提案，被列为重点提案进行督
办。“我坚信，中国人一定能端牢‘中国
碗’，中国人饭碗里，也一定会更多装河南
生产的优质粮。”

10月18日至22日，河南省政协就“扛
牢粮食安全责任”赴湖南、河北调研。收到
消息的郭天财思虑再三，没有前往，“现在
是种麦的关键时期，我不能离开农民。”郭
天财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和土地打
了一辈子交道，勤劳、朴实，身为农民的儿
子，他知道农民的不容易，“就想踏踏实实
地为农民做点事。”

■ 种地的人

河南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很多视
察考察活动经常走进河南。

因学术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熟悉生
产、讲解生动、敢于直言，郭天财成了多次
前来视察考察人员的老熟人。郭天财经常跟
人介绍：“河南是全国小麦第一生产大省，
平均每四个馒头就有一个是河南生产的。”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说一千、道
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在郭天财看
来，推广优质小麦种植，不仅事关农民
的“钱袋子”，更关系到河南小麦生产的
高质量。

随着土地流转的加快，郭天财与农业种
植专业合作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种粮
大户的联系越来越多，“他们是将来发展优
质小麦的主体。”荥阳市成立的新田地种植
专业合作社，在郭天财的技术支持下，优质
强筋小麦种植面积达4万多亩，带动周边农
户1万余人。

郭天财的愿景说起来特别质朴：实现粮
食安全与现代高效农业相统一，让老乡们挑
上“金扁担”！

为此，郭天财先后就建设高标准粮田、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加快土地流转，以及小
麦茎基腐病和赤霉病防控、预防春季麦田晚
霜冻害、联合收割机加装防尘水箱隐患等问
题，提交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他希望在农
业科技的春天里，为农民增产增收作出更大
贡献。

“七一”前，郭天财荣获“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受邀现场观礼“七一勋章”
颁授仪式，并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

“其实，我是受益者，是河南8000多万
亩小麦的生产面积给我提供了一个施展才
华、报效祖国的舞台。”郭天财还不忘叮嘱
记者，“不要拔高我，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种
地人。”

7月2 日，这名“种地人”启程前往
甘肃、新疆，对当地春小麦种植进行现场
指导。

快70岁的人了，整天这么累，图啥？
有人说，“郭天财就是爱出名。”这种说法传
到郭天财的耳朵里，他一笑置之，“咱搞农
业的，让农民得实惠就够了!”

郭天财将长情都给了小麦，对家人免不
了少了些陪伴。“平常你忙，周末一块出去
转转。”早些年，爱人常提出周末过下“二
人世界”，结果，手握方向盘的郭天财，不
由自主就把车开到了麦田里，“麦田里都是
风景啊！”

走在校园里，经常有学生跑上前问“您
是郭教授吗？”“我是郭天财。”不少学生拿
出手机跟他合照，然后美滋滋地走了。“这
也算是一种‘追星’吧。”郭天财嘴角有了
弧线，发出憨憨的笑声。

郭天财：田野为伴麦为友
本报记者 王有强 靳燕

播种、发芽、出苗、分
蘖、越冬、返青、拔节、孕
穗、抽穗、开花、灌浆、成
熟……一粒小麦的收获，这
个过程有多漫长？

对 于 河 南 的 小 麦 来 说 ，
从 头 年 播 种 到 次 年 收 获 ，
要经历长达 240 多天的生长
周期。

“小麦是有生命的，只有
到现场，才能聆听到它的声
音!”脚一沾 地 ， 郭 天 财 眼
里 再 无 其 他 ， 满 心 满 眼 都
是 小 麦 。 许 是 经 常 与 土 地
和 农 民 打 交 道 的 缘 故 ， 郭
天 财 头 顶 专 家 、 教 授 的 光
环，却并无书卷气，朴素得
如老农一般。

“身上不经常沾点土，脚
上不经常带点泥，就不是一
个农民喜欢的合格的农业科
技工作者。”这是郭天财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尽管咨询
的 信 息 和 电 话 时 常 应 接 不
暇，但郭天财还是坚持微信
和手机号向所有农民开放。
他的通讯录里，超过一半好
友都是农民，加入的组群多
数 也 是 讨 论 小 麦 栽 培 技 术
的。“咱是学农的，农民需要
我，就是我的责任。”郭天财
说，他知道农民的难处，只
要能帮上忙，决不推辞。

最爱一头钻到麦田里的
郭天财，时常就近在路边匆
匆吃碗面，继续赶往下一块
麦田。

“ 我 愿 意 为 这 深 爱 的 土
地、希望的田野鞠躬尽瘁！”

已近古稀之年的郭天财
讲述着他与这片土地的过去
和未来，语调和缓，言辞朴
实，眼中饱含希望。

农民需要就是
我的责任

本报记者 王有强 靳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