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省高速支队三中队中队长郭鹏：

高速路上献青春
本报记者 王新伟

40 多年来，只要一有空，他就会脚
蹬一双黄胶鞋，钻进闷热的玉米丛中，乐
得像个孩子；有人用“大海捞针”来形容
育种，成功率只有 12 万分之一，而他却
育出 100 多个玉米杂交品种，成为我国拥
有审定品种和植物新品种权最多的农业育
种专家；他承担着国家级科研项目，累计
投入 2 亿多元经费用于科研，把精心培育
的 30 多个玉米自交系无偿提供给全国的
农业院校、科研育种单位和科研人员使
用；他培育的种子在全国累计推广 11 亿
多亩，增产 1000 多亿公斤，增效 1000
多亿元。

他是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名誉
董事长李登海，一个钻了 43 年玉米地的
农民，一个两次攀上世界夏玉米单产纪录
最高峰、创造 7 次中国夏玉米单产纪录和
一次中国春玉米单产纪录的科学家。

永不言败

1966 年，初中毕业的李登海回到家
乡山东莱州市后邓村务农，后来担任村
里的农科队队长。1972 年，一则美国农
民春玉米亩产 1250 公斤的消息，深深震
撼了他。那时，我国玉米亩产量只有一
两百公斤。“美国人行，我们中国人为什
么不行？”

高产攻关，对于李登海这样一名普通
农民来说，谈何容易。1974 年，只有初
中学历的李登海，来到山东莱阳农学院深
造。他废寝忘食、如饥似渴，一年学完了
4 年课程。老师刘恩训被他的痴狂劲感
动，赠予他 20粒珍贵的杂交品种种子。

8 年的时间里，他先后选用国内 100
多个优良品种，进行不同密度、不同种植
方式、不同施肥方法的对比试验，在简陋
的实验室里锲而不舍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跋
涉。但现实是残酷的，无论使用哪个优良
品种，都无法突破亩产 700 公斤这道关
卡。李登海的科研进入“死胡同”。

但李登海在实验中注意到，玉米叶平
展伸出，叶片易重叠，当每亩播种 4000
株时，透风透光很差，影响产量。能不能
让叶片竖起来，提高阳光利用率，加大种
植密度呢？在进行了 2000 多个组合、记
录了 50 多万个数据后，李登海终于发现
了几株叶片上冲、株型理想的玉米，这一
线希望让他兴奋得彻夜难眠。然而，花期
到了，玉米顶端的雄花成熟了，可雌蕊还
紧紧包裹在棒中，玉米无法授粉。刚刚见
到一丝曙光，又被拖入绝望的谷底，李登
海受到很大的打击。

这时，妻子张永慧把一碗面条端到床
边，李登海心不在焉地拨开碗中的面条，
碗底露出了鸡蛋。“有了！”李登海丢下饭
碗，翻身下床，冲出家门，跑进玉米地。
原来，他想到了割开包裹、露出花蕊、提
前进行人工授粉的方法。

1979 年秋，在莱州市后邓村的一片
农田里，一个轰动全国的纪录诞生，名为

“掖单 2 号”的玉米品种，创下我国夏玉
米单产 776.9公斤的最高纪录。

年仅 31 岁、初中学历的李登海，站在
了中国玉米研究的最高峰。“掖单 2 号”，也
有了一个新的历史印记——紧凑型。

“不要小看‘紧凑型’三个字，它代
表了玉米育种的一次飞跃、一次创新。”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宋同明说，当时,“紧
凑型”是对传统育种理论前所未有的挑
战。它的成功，代表着李登海为我国玉米
育种闯出了一条新路。

1979年，李登海育出“掖单 2号”紧
凑型玉米杂交品种，创下我国夏玉米亩产
776.9 公斤的新纪录。此后，824.9 公斤、
953 公斤、962 公斤，他屡屡刷新着自己
创下的纪录。

1989 年，李登海的“掖单 13 号”紧
凑大穗型玉米，创造了新的夏玉米世界
纪录——亩产 1096.29 公斤！这是我国第
一个亩产超过 1000 公斤的夏玉米品种，
为中国玉米高产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提
供了品种支撑。

一个从黄土地走出的普通农民科学
家，终于用自己的双手一步步拉近与世界
最高水平的距离。如今，李登海育出的玉
米种子，亩产达 1400 公斤，玉米王国的

“珠穆朗玛峰”被李登海征服了。

育出高产玉米的“中国芯”

在莱州，夏玉米一年只能播种一季，而
培育一个玉米新品种，至少需要七八年。
要育种，必须跟时间赛跑。从 1978 年起，
为加快育种速度，拉长科研生命，李登海决
定冬季到海南加代繁育，这样可保证一年
中海南收获两季、莱州收获一季。

没有房，上山砍树枝搭窝棚；没有
床，铺稻草；没有灯，点油灯；没有吃
的，三块石头支起一口铁锅，煮咸萝卜丝
面疙瘩⋯⋯那年冬夜，李登海身背干萝卜
丝和猪大油，告别家人，乘车换船，来到
海南岛三亚荔枝沟，租种荒地，开辟实验
田。从此，他像迁徙的候鸟一样，追逐着
南北两个“太阳”，一晃就是 37年。

“我就是一粒种子，愿扎根在广袤的
田野！”这是李登海常说的一句话，他认
为，自己的价值和目标，都在那片孕育着
无限希望和创造的黄土地上。

1984 年，李登海被破格提拔为掖县
科委副主任。“当国家干部吃皇粮”，这是
许多农民梦寐以求的大好事，可李登海干
了没几天，就觉得六神无主，浑身不自
在。他找到领导说：“我这辈子只和种子
有缘，还是让我再回到玉米地吧。”

1985 年，李登海东挪西凑，在后邓
村陆续建起了 600 平方米的温室大棚，办
起了改革开放后全市第一个民办科研机构
——掖县后邓农业试验站。1988 年，改
为莱州市玉米研究所。后来，成为莱州市
农科院、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我国实施“超级玉米”育
种计划，李登海成为该项目的主持人和领
跑者。他在紧凑玉米的育种基础上，转向
了超级玉米杂交种的培育。一晃 10 年过
去，李登海已经育成超试 1 至超试 12 等
100 多个超级玉米品种，其中 2 个通过国
家审定，5 个通过省级审定。除了株型紧
凑之外，又增加了植株偏矮、种植耐密、
抗倒抗病等优势，从而具有更高的丰产潜
力，使高产玉米真正有了“中国芯”。

农民科学家的报国梦

种 子 被 称 为 “ 国 家 粮 食 安 全 的 命
脉”。我国作为一个农产品进出口大国，
从改革开放之时，国外种子企业便纷纷瞄
准契机，进入我国市场。

面对冲击，李登海带领团队快步前
进，迅速构建起与全球最大种业公司比肩
的种业集团。“种子事关国家粮食安全，
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用国家的利益换取企
业的利益。”李登海掷地有声。在科研
上、管理上、合作上，登海种业尤为注重

“安全性”，共设立 7 道关卡，防止意外的
发生。

1996 年，世界种业巨头美国先锋公
司把进军中国市场的合作目标锁定为登海
种业，要求建立合资公司。李登海高兴地
来到谈判桌前。可一听对方要求控股 60%
的合作条件，他立即拒绝了。

“种子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我方必
须控股！”李登海态度坚决，谈判不欢
而散。

之后 6 年中，美国先锋公司不断登门
拜访，后又让步，提出双方各占 50%的股
份。可李登海就是寸步不让：“要合作可
以，我方必须占 51%以上的股份。”

李登海计较的不是股份，而是合资公
司的话语权。最终，先锋种业同意了李登
海的条件。2002 年，经过 6 年多“马拉
松式”谈判，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种业公
司——山东登海先锋种业公司成立，中方
控股 51%。

在登海种业的青纱帐边，巍然屹立着
3 座玉米塔碑，基座上铭刻着李登海庄严
的承诺：“为了国家我们将继续努力！为
了国家我们将继续探索！为了国家我们将
继续创新！”

“我前半生用玉米新品种创造了 1000
亿元的效益，后半生我要再为社会创造
1000 亿元的效益。”李登海没有丝毫自满
懈怠，创新的豪情依然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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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铁路局桥隧工陈忠祥：

“铁路上的大国工匠”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贾国庆 张 涛

图① 生活中的李登海。 图② 李登海在观察作物生长情况。 王金虎摄

①①

②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李登海：

征服玉米王国最高峰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刘新国 姜 乾

陈忠祥，兰州铁路局定西工务段一名
普通的桥隧工。入行 30 年，他完成了从

“门外汉”到“桥隧大师”的华丽转身，
被身边人誉为“铁路上的大国工匠”。

30年前，陈忠祥转岗到陇西工务段当
上了一名桥隧工。“既然选择了桥隧，就
要当个最优秀的桥隧工。”望着脚下奔腾
的渭河水，陈忠祥暗下决心。从此，他常
年与桥隧为伴、以峡谷为家，放弃了在老
人身边尽孝、在妻子孩子身边尽责的天伦
之乐，和桥隧结下了不解之缘。

冲刺技术高峰

半 路 出 家 的 陈 忠 祥 ， 生 性 不 服 输 ，
凭着锲而不舍的劲头，向桥隧技术发起
了一次次艰难的冲击。为尽快掌握桥隧
养护技能，他住进单身宿舍，在师傅帮
助下勤学苦练，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练
习；他挑灯苦读桥隧专业书籍，铺画各
种示意草图；一遍遍上山、下河、钻洞
子。功夫不负有心人，陈忠祥很快掌握
了桥隧养护整套技术，成为技术尖子，
在生产上独当一面。

陈忠祥第一次“露脸”是在 1988 年 6

月。当时，他奉命赶到兰新线清水支线配
合大桥大修施工。一天，一台日本进口的
空压机叶片突然停转不给风，整个工程进
度一下子慢了下来。面对“趴窝”的“洋
玩意儿”，富有经验的老内燃司机一筹莫
展。“我试试！”陈忠祥站了出来。当时，
施工现场根本没有空压机的技术资料，日
本的风动式叶片和国内活塞式叶片的工作
原理也大不相同，很多人猜测是叶片被卡
死了。

陈忠祥不这么认为，他开始“庖丁解
牛”，一遍遍拆装空压机，利用“排除
法”找寻故障点。害怕搞混零件位置，他
就一个个编上号码，边比对、边琢磨，天
天一身油。到了第三天，细心的陈忠祥经
过测量发现：由于磨耗的原因，各个叶片
之间的间隙距离不一致，从而导致空压机
不能随着负荷的变换而自动调节给油量。
陈忠祥更换了磨耗超限的所有叶片，空压
机的欢快轰鸣声又开始响起。

情系技术钻研

2006 年，由于技术业务突出，陈忠
祥被选拔到车间管理岗位。但对技术创新

的追求和对事业的进取心始终吸引着他，
他毅然辞去了副主任的“官位”，回到了
属于他的舞台。

陈忠祥创建的“更换 K 型扣件三步作
业法”，有效解决了运营线钢梁桥明桥面
大修中的行车安全和作业质量问题，在兰
州铁路局得到广泛推广使用；他发明的

“小型双面筛沙机”，改变了传统筛沙机效
率低、耗电量大、占用场地大的弊端⋯⋯
2010 年，他归纳整理出的 《Ⅱ型混凝土
轨 枕 护 轨 间 距 改 造 的 几 个 关 键 技 术 要
领》 在全局进行了推广，创经济效益 26.4
万元。陈忠祥还凭借娴熟的机械技术，制
作出桥枕钻孔机，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使桥枕加工优良率从 80%一下子提高到了
98%，降低能耗约 33%。

历经磨砺的陈忠祥，在事业天空中升
起了美丽的七色彩虹，“全国技术能手”、

“陇原技能大奖”等 10余项荣誉集于一身。

传授绝活绝技

“ 我 反 复 问 自 己 ， 为 何 会 得 到 这 一
切？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我的身边有许许
多多的好人，是他们多少年来对我无私的

帮助和关心，才有了我的今天。”在获得
“全国技术能手”称号之后，陈忠祥在笔
记本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心存感激，意味着回馈，意味着传
承，意味着奉献。“一枝独秀不是春，万
紫千红春满园”。在陈忠祥看来，利用自
身知识技能“教人以渔，惠人终生”是
回馈社会、感谢生活、传承技术的最佳
方式。

十几年来，他精心编写 《桥隧工习题
集》、《桥隧工岗位必备操作技能》 等教材
总计 60 余万字。丰富的经验和严谨的授
课态度，使他在兰州铁路局工务培训基地
广受欢迎，赢得了“兰局桥隧第一讲”的
美誉。

2013 年 11 月 14 日，以陈忠祥名字命
名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落户定西工
务段。

心中有梦，人生出彩。今年 3 月 16
日，陈忠祥成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他说，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当务之急是
要把自己 30 年来所掌握的一些经验、绝
活、绝技，手把手地教给职工们，培养出
更多的技术工人。

贵州省高速支队三中队中队长郭鹏管辖的厦
蓉高速公路贵都段 69 公里区域，有隧道 24 个、
桥梁 57 座，海拔最高处 1100 多米。高海拔、高
落差、多隧道、多桥梁、易凌冻、易起雾，给郭
鹏管理这条高速公路增加了难度。

5 月 2 日中午，记者与郭鹏正在中队食堂就
餐，站着吃饭的交警们电话忙个不停。“在都匀
西高速路上有 3 辆车追尾，要求马上出警。”流
动巡逻组的交警们放下饭碗就立即奔赴案发现
场。

郭 鹏 说 ：“ 昨 天 我 们 管 辖 区 域 车 流 量 为
30116 台次，出现各类交通事故 30 多起，中队 8
个民警、2 名协警全天候执勤，才确保了这条大
动脉畅通。”

1995 年 5 月，出身于一个警察家庭的郭鹏
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参加高考上大学，一是参加
当地招警考试当警察。怀着锤炼自己忠诚、意志
和品质的目的，郭鹏选择了警察职业。经过一年
培训，他正式成为一名交通警察，但这份工作远
没有他想象的风光。

“有些驾驶员法律意识淡薄，有人总认为查
处违法行为是在故意‘找茬’，执勤时我曾遇到
过辱骂、暴力等现象。但职责要求我必须做到骂
不还口、打不还手。”郭鹏说。

2005 年 2 月 14 日，郭鹏管辖路段发生一起
客车冲下边坡、造成多人死伤的特大交通事故。
郭鹏到达现场后，发现两名伤者被压在车下，动
弹不得。而车辆一半悬在边坡外侧，随时可能翻
下 9 米高的悬崖。为及时抢救伤者，他奋不顾身
地爬到车下进行救援。车下空间有限，所有工具
均无法使用，他硬是用双手挖出两个坑将两名伤
者顺利救出。

2012年 12月 30日零时左右，贵都公路海拔
最高、隧道最密集的地区“银洞坡”路段，路面
出现轻微凌冻现象，为保证过往车辆安全，郭鹏
一边设立警示标志、一边通知养护部门准备除冰
工作。

零时 40 分，就在郭鹏指挥一辆拖挂车停
靠时，车辆突然车身失控，将郭鹏撞倒。他
强 忍 疼 痛 爬 起 来 ， 指 挥 后 方 车 辆 有 序 停 放 ，
直 到 次 日 下 午 3 时 ， 凌 冻 警 报 解 除 后 ， 才 回
到 中 队 短 暂 休 息 。 下 午 6 时 ， 郭 鹏 再 次 上 路
巡逻。夜里 11 时，他驾车巡逻时，发现右手
不听使唤，怎么也控制不了方向盘，脖子也
不能动弹。到医院检查后得知，被撞的右臂
及背部神经挫伤受损、肌肉拉伤。医生要求
立即住院治疗，郭鹏却说：“今晚天气不好，
我巡逻完了明天再来。”凌晨 2 时许，坚持巡
逻的郭鹏手臂大面积水肿，同伴强行将他带
到医院治疗。

2013 年 1 月 3 日，贵都高速部分路段因凝冻
出现严重交通事故，在医院疗伤的郭鹏坐不住
了。晚上 7 时，郭鹏请朋友用车把他送到路上。
路面情况非常不好，已发生车辆严重滞留情况。
他强忍着疼痛，一边向支队汇报情况，一边指挥
车辆借道通行，使滞留车辆得以通行。坚守 12
小时后，郭鹏才从高速公路上回到中队。

此时他的手臂已肿到正常大小的两倍，背部
也 出 现 明 显 肿
胀。因为错过最
佳治疗时间，郭
鹏的身体落下后
遗症，右手不能
用 力 ， 不 能 举
高，不能剧烈运
动。

郭鹏在帮助驾驶员排除车辆故障。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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