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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

“ 粮 ”芯 传 承
通讯员 尹侠 李慧 陈健华 本报记者 江迪

江苏省连云港市政协委员，连云港市农业科学院水稻室主任

发挥发挥““三个作用三个作用”” 争当合格委员争当合格委员

种子是粮食的“芯片”。保障粮食安
全，种业必须先行。

为了做强种业的“中国芯”，每年10月
到次年4月，海南三亚南繁试验站基地都会
迎来一批批“候鸟”般的农业科研工作
者。江苏省连云港市政协委员、市农业科
学院水稻室主任刘艳便是其中一员。

早上6点不到，刘艳便匆匆吃过早饭，沿
着灌溉渠步行 10 分钟前往水稻育种田。从
事水稻研究 15 年，田间地头就是她的实验
室，选育良种就是她的“头等大事”。

农家女孩成为农学专家

1982年6月，刘艳出生于山西高平的一
个小村庄。村庄很小，小得连个像样的学
校都没有，唯一的一间教室里坐满了一至
五年级的孩子们。他们按照年级分开坐，
老师给一年级孩子上完课，就让他们写作

业，再给二年级孩子上课……就这
样，一位老师、一间教室撑起了刘

艳的小学梦。
作为农民的孩子，刘艳

深 知 农 业 的 不 易 、

农民的艰辛。她勤学苦读，想着有一天能够
学有所成，帮助像父母一样的广大农民。成
为村子里的第一个本科生后，刘艳选择的专
业是农学，本科毕业后硕博连读，她研究的
依然是农学。2009 年，刘艳成为连云港市农
业科学院引进的第一名博士。

连云港市作为沿海城市，沿海滩涂面积
较大，2010 年，市农科院率先建立国家首批
黄淮海“海水稻”区域试验基地，开展耐盐
碱水稻品种培育和盐碱地改良技术研究，刘
艳就是第一批参与者。2013 年，刘艳远赴美
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研修，主要针对沿海城
市土壤盐碱化问题开展耐盐水稻种植研究，
学成回国后，继续开展耐盐水稻品种资源筛
选和育种工作。

躬耕田野只为“禾下乘凉”梦

“海水稻既不是种在海水里，也不是用海
水浇灌，它是耐盐耐碱水稻品种的俗称。”
连云港市农科院是袁隆平牵头的“海
水稻”研发中心的重要参与单
位之一，也是参加国家首批
黄淮海“海水稻”区域生

产试验的单位之一。
“袁老是我们的学习榜样，‘禾下乘凉’

同样是我的梦想！”身为女博士，刘艳绝大多
数时间要下田种地。授粉、选种、收种等品
种选育环节都不在实验室里研究，而是要在
水稻田里实打实地耕耘。

“我们南繁基地共有20多亩试验田，在这
里开展育种工作，能够一年多种一季，缩短
育种年限。地里有刚插秧的、有已经开花
的、有已经结实的，各种状态的水稻都有。
咱们基地有粳稻、籼稻、不育系等，这个时
间主要开展杂交授粉工作。”在田间搭建的简
陋棚子内，刘艳坐在长木条搭成的板凳上，
熟练地向塑料桶内的水稻颖壳中注水，接着
弹花粉。

“前一天下午挖出材料，当天下午剪颖
壳，放了一夜后露水会让它的颖壳胀起来，

第二天早上再弹粉，然后移栽到父本旁，等
中午开花后进行授粉。”刘艳简要地讲述了工
作的流程，但是实际工作却要细致很多，尤
其是剪颖壳这一步，需要十足的耐心。每一
株水稻上的稻壳难以计数，除去已经开花和
太嫩的颖壳仍然剩下很多，每一个颖壳剪的
时候，要正好在柱头上方位置，这考验的不
仅是技术，还有研究人员的耐心。

弹粉结束后，刘艳将写有材料信息的灰
色方形牌子挂在水稻上，并用编号的长方形
牛皮纸袋套在弹完粉的穗头上，将袋子下方
折叠好后用回形针封住。在棚内完成这些工
作后，刘艳拿上几株母本材料走进稻田，将
它们栽种在相应的父本旁。

刘艳一边忙着手里的活，一边介绍：“我
们会选择在连云港表现比较好的，但是存在
个别性状缺陷的品种进行杂交。比如有些品
种抗病性不好，我们就会选择一个抗病性不
错的与之做杂交，后代各个方面的表现就会
比较优异。成功的杂交品种就像是集合了父
母所有优点的小孩。”

每年4月底，刘艳从南繁基地返回连云港。
5月起，刘艳及其水稻团队就开始在港城各个试
验基地开展育种工作。到了6、7月插秧季节，基
本上每天都是泥巴裹满裤腿、披星戴月回家。
小区的保安和邻居看到经常会问干什么去了，
刘艳总是笑着说：“我是种地刚回来！”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刘艳团队十几年
的技术攻关，连云港市有9个耐盐碱水稻新品
系进入国家、省级各类水稻区域试验。这些
水稻品种的育成，为我国沿海滩涂资源的复
垦开发利用提供强力种质保障。“盐田育”系

列耐盐水稻品种的育成，也获得了沿海
种粮大户和种业公司的广泛关

注，连云港青口盐场、盐城
黄海农场以及市区周边

县示范种植 2000 亩

以上，昔日不毛地飘出浓浓稻花香。

家国情怀 传承“粮”芯良行

从初出茅庐的新兵到现在的育种能手，第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连云港市农科院院长徐
大勇是刘艳的领路人。

刘艳说，她热爱农业，一方面来自于农家
子弟特有的情结，另一方面来自于团队带头人
徐大勇的示范引领。“徐院长是农业专家，总
是有忙不完的事，但每到节假日他就会出现在
稻田里。特别是选种大忙时节，他每天跟我们
一大早就下田，下午到天快黑了才从稻田里出
来。”提到榜样的力量，刘艳禁不住感慨。

跟随全国政协委员的脚步，刘艳也成为一
名地方政协委员。她说：“政协给了我更大的
舞台，使我更加关注农民的具体实事，与农民
的距离更近了。”本着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
务的深厚情怀，刘艳经常到农户家串串门、唠
唠家常，把他们在生活中或者农业生产中遇到
的问题一一记录，转化成为一个个带泥土、冒
热气的建言成果。

近年来，她提出的《关于重视水稻生产中
不推自广的直播稻问题》《关于加大盐碱耕地
治理改良的建议》《关于学习借鉴“千万工
程”工程经验，推进乡村振兴的建议》《关于
学习“枫桥经验”，加强乡村治理的建议》 等
得到了市相关部门的重视。《关于加强建立我
省黄海沿岸“绿色粮仓”的建议》《关于加强
沿海滩涂土地资源区划分类的建议》 等提案，
让更多人关注昔日的盐碱地开发利用，让更多
的科技成果使盐碱地“白荒滩”转变为飘满稻
香“金海岸”。

“我希望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走
进农村、走近农民、走向农业，成
为实现乡村振兴道路上的新
农人！”刘艳说。

眼下，小麦进入孕穗期，也是预防赤霉病的关键时期。
作为赤霉病易发、频发、重发区域，安徽省把小麦赤霉病防
控作为今年全省春季农业生产的首场硬仗、确保夏粮丰收
的头等大事来抓。“农博士”刘泽正在为近期再一次进驻安
徽省农科院阜南基地做着前期准备工作。

“今年我省小麦赤霉病呈现重发流行态势，防治压力很
大，这次去基地估计得待个10天半个月。”农田是刘泽工作
的“主战场”。身为植物病理专业博士，预防小麦赤霉病是
他的专业兴趣，也是科研重点。

小麦赤霉病是国家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可防不可治，有
“小麦癌症”之称。小麦一旦感染将严重影响产量和品质。
2015年至 2016年，安徽省小麦赤霉病曾一度高发，为了掌
握发展变化趋势，刘泽从 2017年开始，持续跟踪全省小麦
赤霉病发生情况的调查，验证小麦赤霉病防治新技术的有
效性。“今年，将力争 1个小麦新品种参加省级区域试验。”
在刘泽的工作日志上，这是2024年的工作重点。

其实，小麦赤霉病害的调查是“十三五”期间刘泽承担
的科研项目，项目早已结题完成。鉴于小麦抗赤霉病研究
的重大意义，刘泽在项目结题后并未给这项工作“画句号”，
继续干了下去。在他看来，农业科研要聚焦国家需求。无
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抗赤霉病研究是热点也是难点，事关端
稳端牢“中国饭碗”。

入职20多年来，刘泽始终用行动践行“把论文写在大地
上，当党和人民需要的真博士、真专家”。2010年加入九三学社
后，他将本职工作与党派履职相结合，很快掌握了议政建言的

“密码”，迅速成长为社内“大咖”，多次受邀在九三学社省委会、
市委会举办的相关培训会上传授撰写议政建言材料的经验。

成为政协委员后，刘泽在更广阔的履职平台上勤耕不
辍，收获累累。

翻看他的履职建言成绩单，一篇篇高质量材料都与他

的 本 职 息 息
相关。对于高标
准农田建设，他通过长
期深入一线的观察和思考，
梳理出高标农田效率不高的三个问
题，以《切忌把高标准农田建设成“高大上”农田》
为题提出建议，被九三学社中央采用，作为集体提案提交当
年全国政协全体会议。

近年来，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相关政策在不断完
善。“看到自己跟踪、关注的问题得到落实解决，内心很充
实。”刘泽感叹道。

针对安徽省“秸秆变肉”的肉牛提升行动，刘泽在实际
调研中发现，大力发展肉牛产业将面临诸多不确定的问题，
结合实际情况提交了《关于推进我省“秸秆变肉”工程面临
的问题及建议》，被九三学社安徽省委会采用，并作为集体
提案提交今年初召开的安徽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获得
省委主要领导的批示。

作为政协委员，作为党派成员，刘泽提炼的履职心得是
做到三“用”——用眼发现问题、用脑思考对策、用手写成文
稿。“我一直保持积累素材的习惯。一旦有好的点子，即刻
在手机便签栏里写下来，等思路成熟进一步打磨后，便组织
完成稿件上报。”功夫用在平时，做好建言资政工作就轻松
很多，更不会成为负担。本职和履职深度融合、相互赋能，
让他的专业优势有了更多“用武之地”。

凭着近年来的履职成绩，刘泽连续多年获评九三学社
安徽省委会、合肥市委会参政议政、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先进
个人，还获得了九三学社中央信息先进个人，合肥市优秀政
协委员等荣誉称号。

每一次荣誉都是履职的新起点。去年，合肥市庐阳区
政协创建“农博士”委员工作室，刘泽作为牵头委员领衔负
责。从个体履职走向团队履职，摆在他面前的“委员作业”，
又有了新的必答题……

刘
泽

田
间
地
头
的
﹃
农
博
士
﹄

通
讯
员

李
国
珍

安
徽
省
合
肥
市
庐
阳
区
政
协
常
委
，
安
徽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作
物
研
究
所
副
研
究
员

乡村四月闲
人少，才了蚕桑又插

田。耕种时节，农民在田地
间挥洒汗水，种下一年的希望。

王玉娥也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间辛勤耕耘。
作为一名分析化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从实验室的瓶瓶
罐罐中走出，来到德州市农业农村局，她开始跟“三农”打
起了交道。一开始，王玉娥“氢、氦、锂、铍、硼”背得滚瓜
烂熟，“稻、黍、稷、麦、菽”却分不太清，但凭借着一腔干
劲，14年间，王玉娥将农业科技教育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德州市是全国重要的产粮基地。自从担任德州市农业
农村局科技教育科科长，王玉娥一直致力于促进产学研融
合。针对德州市农业现状，她成立了市级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团队，把分散在各级各单位的189名农业科技人才聚集在一
起。“对上可以承接农业科技最新成果转化落实，对下可以把
当地‘土秀才、田状元’的好经验挖掘推广开来。”

“大嫂啊，这地是拆迁后的复耕地，土质差不易耕种，加
上受去年秋季涝灾影响，墒情较重，沉住气别抢种基本不会
有问题。但您这一着急，抢播抢种，就出现这出苗推迟、出
苗差的情况咯。”有一年春天，王玉娥跟随着农业专家来到
村里查看苗情，看到一片稀稀落落、草木萧疏的麦田。专家

“会诊”后，给农户“上了一课”，并提出补救措施——对小麦
进行轻压，提温保墒、促弱转壮、绝对不能浇水。

农户大嫂后悔地跟王玉娥说道：“俺就是吃了没知识
没技术的亏呀。隔壁妹子参加了高素质农民培训班，还
劝俺一块学哩，你瞅瞅人家那麦田，长得多喜人！俺今年
一定要报名参加高素质农民培训班！”

这样的声音多了，王玉娥培育高素质农民的信念也
更坚定了。近几年，德州市每年都能完成高素质农民培
育 3000人左右。“现在咱们农民种地，不能苦干，更不能
傻干，而要巧干！做好高素质农民培养工作，把科技教育

的种子播在农民心间，让农民种地的时候放心，收成的时候
开心，才是服务好乡村振兴的有力举措。”王玉娥如是说。

工作多年，王玉娥奔走于各个乡镇村头，跟不少基层同
事打过交道，其中有几位，给了她很深的印象，因为他们都
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公费农科生。

“玉娥姐，你让我查看个苗情，我绝对得心应手，但是让
我写篇材料，我真是一个头两个大。”“姐，我毕业那年趁着
购物节囤了好几瓶防晒霜，为了防止经常‘下地’把我这小
白脸晒黑了，结果没想到光待在办公室里嘞，防晒霜都快过
期了。”王玉娥从他们看似玩笑的调侃中，听出了些许无奈。

培养公费农科生本意是让他们服务农业农村发展，但很多
毕业的公费农科生分配到乡镇后，虽然编制在乡镇农技推广机
构，实际上部分毕业生很快被借调到党政办公室，从事党建、包
片等事务性管理工作，并未真正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王玉娥调研了两届公费农科毕业生的工作情况后，撰
写了题为《发挥公费农科毕业生积极作用 稳定基层农技
推广队伍》的社情民意信息，提出了三个“到位”：制度保障
应到位，确保公费农科毕业生专岗专职农技推广工作；待遇
保障应到位，让公费农科毕业生安心基层融入“三农”；激励
手段应到位，真正调动公费农科毕业生优势服务“三农”。
这篇社情民意信息很快得到重视，被省市两级政协采用。

“我觉得自己是田地间的‘侦察兵’，把在工作中发现的
有价值的信息向上传递，为农业科技教育工作保驾护航，为
乡村振兴事业添砖加瓦。”《关于加强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建
设的建议》《关于发展内陆乡村坑塘水产养殖业 推进我市

“蓝色粮仓”建设的建议》《关于加快推进我市农业科技创新
的提案》……越来越多的花朵在王玉娥建言的树枝上开出，

“我也要积极跟进这些建议落实，让好花结好果！”
“脚要站在农村，眼要看着农村，心要想着农村，把咱农

民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来干。”王玉娥说，“这就是咱的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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