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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下乡扶贫的农业
专家不同，都兴林每次来水稻
田，总是穿着一身白大褂。

2016 年，吉林大学植物科
学学院院长都兴林教授带着
精准扶贫的任务，第一次来到
白城市通榆县陆家村。 他的目
标，是让多年来精心培育的水
稻新品种在通榆县生根发芽，
让贫瘠的盐碱地上长出“稻
海”。

通榆县博园家庭农场负
责人武勇发现，都兴林每次来
到稻田地，总是要站在外围观
察。 起初，他还以为是城里来
的教授不想弄脏白大褂。 渐渐
地，他看出了一些门道。

都兴林总是先仔细查看
水稻穗部，然后抓住稻穗左右
摇晃，再扒开稻谷观察，最后
放进嘴里细细咀嚼。

一番仔细打听后，武勇才
知道，这是都教授对水稻问诊
把脉的四步法———查看水稻
穗部性状， 穗部籽粒越多，表
明结实率高；左右摇晃，如果
感觉沉，说明丰产性好；扒开
稻谷查看外观， 判断米质情
况；通过咀嚼判断口感和含水
量……

种了几十年地的武勇第
一次听说这种判断水稻长势
的方法， 他不禁产生疑惑：都
说专家教授严谨， 水平高，这
种办法是不是太土了？

“这是水稻育种工作者的
基本功，一个经验丰富的育种
人员，用这样的方式判断水稻
的长势几乎八九不离十。 ”团
队成员、副教授姜文洙说。

能够练就这样的本领，源
于都兴林长期行走于稻田而
积累的经验。 他就像是“水稻
医生”， 哪里的水稻出现了病
害， 总是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即便在学校教书，农民求助的
电话和微信也时常响起。

“从事农业的老师没有休
息日，越是秋收时节越忙碌。 ”
20 多年来，中秋节、国庆节等
节日，都兴林几乎都是在稻田
里度过的。

“言传身教，我希望我的
学生能沉下心研究水稻。 ”都
兴林说。 / 新华社

在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
边昭镇的玉米试验田里，多位
农业领域专家正忙碌着为玉
米新品种、 新技术展示田测
产。

一群人中，属一个中等身
材的“老头”最不起眼。 他身
上的深色大褂已经看不出本
色，脚下踩着一双沾满泥土的
长靴，皮肤黢黑。

他是吉林大学植物科学
学院教授崔金虎。 与站在身
边的村民汤金鹤比， 他更像
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农
民。

2017 年， 崔金虎来到通
榆县边昭镇开展科技扶贫工
作。 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已经
34 年， 他始终与黑土地打交
道，业内都叫他“崔全才”。

初次来到边昭镇，崔金虎

就发现村民选择的玉米品种
不适合当地条件，春天灌溉抓
苗也是全凭感觉， 施肥更是

“一炮轰”……
“种田方式不对，株距这

么大难怪收成差， 灌溉要合
理、施肥量也要调整。 ”崔金
虎与当地村民商量，打算启用
一块试验田。

“怎么种地、施多少肥都
是祖辈留下的经验，一个外地
来的教书匠随便看看就说之
前的都错了？ ”“通榆这地方
土地贫瘠，把株距调小、密度
加大， 玉米棒肯定长不大。 ”
村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愿意
做先锋。

“我一定让你们心服口
服， 保你增收， 减产了算我
的！ ”看到大家犹豫，崔金虎
拍着胸脯跟乡亲许下诺言。于

是，胆大的汤金鹤一咬牙同意
了。

自那以后，汤金鹤开始按
照崔金虎嘱咐的株距播种，定
时定点灌溉、施肥。 地里的玉
米苗密密麻麻的，比高粱地还
密，与周边玉米田形成鲜明对
比。 村民们路过都直摇头，指
指点点。 议论的人多了，汤金
鹤又没底了。

“赔钱了有我，秋收你就
等着笑吧。 ”崔金虎又强调了
他的诺言。

汤金鹤表面上答应着，背
后却偷偷地追了肥。崔金虎提
醒他灌溉， 他也嫌麻烦没去
做。

汤金鹤没想到，小动作被
发现后，这位看似一团和气的
教授竟然勃然大怒。“让你按
照我的方式去做，为什么不听

话！ ”崔金虎摇摇头，转身而
去。

汤金鹤以为崔教授不会
再来了。 没想到过了一周后，
深更半夜的， 崔金虎又回来
了。

原来，玉米地里发生了玉
米螟虫害，汤金鹤买药喷洒后
效果不佳，又不好意思再找崔
金虎。 父亲汤洪波偷偷给崔金
虎打了电话， 崔金虎听后，二
话没说，带着防治玉米螟虫的
赤眼蜂和白僵菌连夜开车赶
来。

小风波后，汤金鹤严格按
照崔金虎的方式去耕种。汤金
鹤家的玉米长势越来越饱满，
绿油油的，充满着希望。

“6 公顷玉米新技术展示
田折合 14%标准水的公顷产
量为 12255 公斤，每公顷比相

邻最好的玉米田块增加产量
5480 公斤、增产 80.9%。 ”当
来自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
生态研究所、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吉林省种
子管理总站等机构的专家组
成的专家组公布测产结果时，
汤金鹤笑了，崔金虎兑现了他
的诺言。

谁给了崔金虎底气，敢这
样承诺？

自 1985 年入行以来，每
年平均下乡 100 天；即使在学
校教课，也要每天去学校的试
验田，否则浑身不舒服；几乎
走遍吉林省所有村落的田地；
手机通讯录里存着上千位农
民的电话，每年接听千余位农
民的求助电话……这， 就是
“崔全才”的底气。

/ 新华社

张明军的车还没有开到
边昭村， 村口就已经有四五
位村民在等他， 刚下车就被
团团围住。

“张教授，我家有几只羊
光吃不上膘，你给看看呗。 ”

“张教授， 我家羊偷吃了塑
料布，可咋办？ ”

另一边， 还有人打电话
通知其他人：“张教授到了，
你有问题就抓紧过来。 ”

张明军是吉林大学动物
科学学院的教授， 也是吉林
省白城市通榆县边昭村的科
技特派员。

2017 年刚来村子时，张
明军带着改变当地传统养殖
产业结构的想法， 但村民却
有自己的“小九九”。

“城里来的教授都是‘花
架 子 ’， 真 到 了 羊 舍 能 会
啥？ ”“吉林大学教授还会养
羊？ ”“一会问几个问题考倒
他。 ” 张百顺和当地几个村
民一起“合计”着。

当他们走到羊舍时 ，张
百顺站在大门口不动， 观察
教授的举动。 张明军像是先
前来过一样， 轻车熟路地套
上防护服， 走进圈舍里开始

观察羊群， 不时查看料槽中
的剩料。

“张教授，我家羊几成膘
适合怀孕啊？ ”张百顺问。 张
明军认真解释了一番。

“张教授，隔壁村吴川家
两头牛一年生了三个牛犊 ，
五年生了八个牛犊， 你说厉
害不？ ”实际上，牛的繁殖力
低，基本一年一胎。 这时，张
明军彻底明白了， 村民不信
任他， 想考验他， 于是他再
次认真地回答 ：“我这孤陋
寡闻的， 头一次听说这种情
况， 要不你带我看看去，这
牛多大了？ 几成膘？ 平时喂
什么？ ”

几次“过招”后，张百顺
等人发现，张明军不是“花架
子”，是真的带着科学养殖经
验和帮助他们脱贫的决心来
村里的。于是，他们开始认真
向张明军介绍养殖情况。

当地主要养小尾寒羊 ，
该品种繁殖能力强 ， 肉质
差， 市场价格偏低。 详细调
研后， 张明军与县畜牧局合
作启动了肉羊肉质改良项
目。 通过引进优质种羊，利
用高效快繁技术， 扩大优质
种羊养殖规模， 再利用优质

种羊与广泛养殖的小尾寒羊
杂交， 改良肉质， 提高肉羊
单产效益。

经过多方论证， 张明军
确定了选择杜泊绵羊和德国
肉用美利奴羊为供体， 将当
地小尾寒羊作为受体， 利用
超数排卵、 腹腔镜输精 、胚
胎移植等多项技术， 使优质
种羊快速扩繁。

看到小尾寒羊生产出与
母体完全不同的杜泊绵羊
时， 村民们开了眼。 让他们
更高兴的是， 新生产的优质
种羊单价可提高三倍。

当地村民彻底服气了，
家家户户的养殖问题都来找
张明军解决， 就连养鸡、养
鸭、 养猪专业户也从隔壁村
跑来向他请教。

“与乡亲们交流时，我也
有解不开的难题， 但这是好
事。 ”张明军说，“回去后我
们会专项研究， 请其他专家
答疑， 从不断实践中找到新
课题， 也把更好的技术推广
下去。 ”

简单交流几句， 张明军
就跟着一位村民去家里看
羊，开始迎接新的“考试”

/ 新华社

凌晨四点，空气清新。 吉
林省白城市通榆县边昭村，
高岩从车里醒来， 记录了最
后一组数据， 准备返程回长
春。

这是今年高岩第50次从
白城返回长春， 也是他第50
次在车上入睡。

通榆县处于盐碱地区，土
地贫瘠，粮食连年歉收。 2015
年起，吉林大学确定“液化秸
秆改良土壤综合利用” 项目
为校地协同扶贫重点项目，
高岩是项目负责人， 任务是
利用近临界水的作用， 将畜
禽粪便与秸秆像“高压锅煮
肉” 一样转化为液体和颗粒
有机肥， 既能有效改良盐碱
地，还将秸秆变废为宝。

高岩说， 第一次来边昭
村考察时， 数十个村民围在
乡道两侧， 眼神充满着希冀
与渴望。 当地地广人稀，人均
占有耕地22亩，居全省前列，
但大多耕地都是盐碱地，粮
食亩产不到全省平均产量的
二分之一。

“农民们穷怕了。 ”深受
触动的高岩决定在这里开展
产业转化。

起初， 高岩在一家养殖
场做实验， 一边是高压实验
设备， 五米不到的另一边就
是粪堆。 夏天，苍蝇遍布，直
往脸上扑。 高岩的车距离实
验场地大概50米， 每次回到
长春洗车后， 一周内他还能
在车里闻到鸡粪味。

通榆县新洋丰现代农业
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毕见波
第一次见高岩， 是听说吉林
大学有个项目要在当地落
地，“象征性”地去看看。 但他
完全没想到， 一位来自吉林
大学化学学院的老师， 在苍
蝇围绕中铲着鸡粪， 大汗淋
漓。 更让他意外的是，高岩几
乎不在当地宾馆入住， 而是
睡在车上。

由于实验开始后要定时
跟踪数据，每隔两三个小时，
高岩就要记录一次数据 ，住
在车上最方便。 并且，他在学
校承担教学任务， 只能在周
五晚上贪黑开车来白城，周
一早上起早回学校。

“我也完全可以在学校

实验室里做研究， 不这么奔
波。 ”高岩无数次跟自己说，
但他忘不了第一次来时村民
们的眼神， 无法做出使自己
更轻松的选择。

高岩的行为打动了毕见
波， 他与吉林大学共同出资
成立公司， 致力于将该技术
产业化。 高岩搬到了环境更
好的地方做实验， 结果也令
人喜上眉梢———使用秸秆液
化液对玉米增产明显。

近两年， 当地盐碱地得
到改良， 粮食产量提升10%
以上。

天已破晓， 高岩驱车行
驶在返程路上， 金黄色的稻
子颗粒饱满， 预示着将是丰
收的一年。 /新华社

“考不倒”的张教授

“以车为床”的高老师

“水稻医生”的
问诊四步法

“崔全才”的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