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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有着超乎想象的韧劲，能掀起
压在身上的石块，在生命萌动之初就带
着永不言败的斗志；种子，有着令人叹服
的顽强，耐得住黑暗与寂寞的煎熬，曲曲
折折地钻到地面上拥抱太阳；种子，有着
慷慨奉献的无私，放弃了鸟语花香，把苦
难的磨砺包裹成果实；种子，有着坚定的
梦想，虽历经风霜的洗礼，仍痴心不改报
答滋养它的土地，只为那破土而出的绽
放。被誉为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的
国家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主任
李登海，就是一粒这样的种子。

从 1972 年开始，作为一个普通的农
民，李登海就立下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
中国开创玉米高产道路的宏志。44 年
来，他进行了 790 多次高产地块的高产
攻关试验，特别是利用紧凑型杂交玉米
高产品种进行了 38 年的高产攻关，创造
了我国夏玉米从 700 公斤至 1400 公斤
的多项高产纪录和世界纪录，推动了我
国杂交玉米由平展型向紧凑型的历史性
转变，使紧凑型玉米育种成为我国杂交
玉米育种的方向和主流，让中国拥有了
可以和世界强手对话的核心种植技术。
目前，李登海育成的玉米累计推广面积
约 12 亿多亩，为国家增加社会经济效益
1200 多亿元，他成为我国玉米育种史上
育种代数最多的一位育种专家。

“外国农民能干成的，
咱也能行！”

1972年春，一则“美国农民华莱士创
出玉米亩产 1250 公斤纪录”的消息让担
任农科队队长的李登海目瞪口呆，而当
时，他的祖祖辈辈都是在百公斤上下打
转转。

上世纪 70 年代，中国的玉米种植面
积仅次于美国列世界第二，但单产却排
名世界 30 位之后。我国人多地少，用占
世界 7%的耕地解决占世界 22%人口的
吃饭问题，传统的耕作方式已达到极限。

“俗话说，什么种子什么苗，什么葫
芦什么瓢。我国人多地少，通过培育高
产良种提高单产，才是中国人养活自己
的一条重要途径。”李登海说，那一年，他
给自己定下了一生的奋斗目标：开创中
国的玉米高产道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让中国人的饭碗里盛满中国的粮食。

“全国那么多能人都啃不下这块硬
骨头，咱这些庄稼汉能行？”屡试屡败后，
农科队里开始有人打“退堂鼓”。“哪有天
上掉馅饼的好事儿？要敢于走前人没有
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
的高峰，敢于创前人没有创过的业绩。
外国农民能干成的，咱也能行！我认准
的事情，10 头牛也拉不回来。”李登海坚
定地说。为补上缺乏基础理论这一课，
他见缝插针，经常把书刊装在口袋里。
田间地头，哪怕只有一两分钟的时间，也
要翻开看上几眼。一天夜里，他竟捧着
书本睡着了，不小心碰倒了煤油灯，点燃
了枕头、被子。几年间，他学完了十几种
基础理论书籍，写下了 20 余万字的读书
笔记和实验记录，整理了 20 多项有关育
种、栽培、肥料等方面的实验材料，终于
打开了农业基础理论的大门。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9 年，李登海
培育的“掖单 2 号”紧凑型玉米杂交种，

创造了我国夏玉米亩产 776.9 公斤的新
纪录。1989 年 10 月，“掖单 13 号”又创
造了亩产 1096.29 公斤的夏玉米世界纪
录，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使每亩土
地从养活 1 个人，变成养活 4.5 个人，为
解决我国人多地少需要提高单产的国家
难题作出了贡献。之后，多项纪录屡屡
被他自己打破。44 年的高产攻关，他 7
次创造了我国夏玉米高产纪录，两次创
造了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

“种子就是登海的命”

熟悉李登海的人都知道，自打决心
搞玉米高产攻关之后，他就变得有点

“痴”了。
1975 年夏末的一天，肆虐的狂风裹

挟着暴雨从天而降，李登海光着膀子冲
到雨中，拿起衣服、雨伞为刚授过粉的玉
米遮风挡雨。风消雨停后，周围的玉米
东倒西歪，一片狼藉，唯独李登海那 1 亩
多玉米依然在傲然挺立着。李登海呆立
在田间，忽然，他放声大哭，而后又仰天
大笑。出来看灾情的乡亲见此情景，有
的悄声说：“登海这孩子，让玉米给弄痴
了。”

玉米就是李登海的魂。
1977年，李登海建立了土温室，进行

拖期播种和同早熟自交系测交的试验。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眼瞅着就要
大功告成，一天夜里土温室里钻进了一
群老鼠，把套袋自交和杂交的玉米粒全
部啃了个光。面对啃坏的玉米粒，李登
海伤心欲绝。1984 年，李登海被任命为
县科委副主任，他只在办公室待了几天
就跑回了玉米地，“一天不钻玉米地，感
觉就像丢了魂”。

玉米就是李登海的命。
刚去海南育种的一年，种子刚刚冒

芽，李登海外出归来，看到老乡的两头水
牛把地里的幼苗啃得精光。他两眼一
黑，一屁股坐到地上，号啕大哭了半天。
从此以后，李登海落下个病根，一听见牛
叫就头疼欲裂。1980 年，一场突如其来
的狂风把李登海的高产田毁于一旦，他
在报纸上以万分痛苦的心情写下了“肝
裂心碎”4 个大字。为了保护育种材料，
每次从海南回来，他和妻子两人从来不

坐同一架飞机。“种子就是登海的命。”妻
子张永慧说。

“我的小孙子已经 8 岁了，家里是 3
代同堂；在高产玉米这个大家庭中，已经
繁育了 121 代了，它们都是我生命的延
续。”正是这一粒粒种子，让李登海像玉
米一样扎根在大地，与国家血脉相连。
李登海与共和国同龄，他把自己的生日
放在国庆节这一天，“个人和国家相连，
是一种最大的幸福”。

“人生能有几回搏”

头戴草帽、脚蹬胶鞋、身着工装，每
天清晨 6 点，身家过亿的李登海都会出
现在他的高产玉米试验田里。玉米叶亲
着他的脸，他一路用手抚摸着，发出“沙
沙”的声响。“你听，他们在歌唱。”李登海
的眉眼里都是笑。

近来，由于连日的劳累，李登海腰椎
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又加重了，他只好半
蹲着查看玉米的长势。

2013 年 ， 李 登 海 辞 去 “ 登 海 种
业”董事长一职。他在提交给独立董事
的 《声明》 中说，这是“为了专心致力
于公司的杂交玉米新品种研发创新和杂
交玉米高产品种选育及高产栽培技术的
攻关工作”。“我以前掌舵，现在来当螺
旋桨，继续推动育种事业的发展。”李
登海淡定地说。

“这就是亿万富翁的儿子”。在宽大
的育种室内，“登海种业”副总原绍刚指
着正埋头填写基础材料的李登海之子李
旭华介绍道。与多数民营企业“子承父
业”的接班方式不同，到目前为止，现为

“登海种业”中级农艺师的李旭华并未担
任公司行政职务，而是一直跟着父亲做
科研育种工作。李登海告诉记者，“我经
常跟儿子讲，公司的钱是用于科研创新
的，不是留给你的。你唯一需要继承的，
只有我的育种事业”。

“ 李 登 海 的 全 部 心 思 都 放 在 育 种
上。要想发大财，他有很多机会，比如做
房地产，但他坚持一生只做这一件事。”
原绍刚介绍说。

李登海经常说：“育种的成功率只有
12 万分之一，老天爷一年只给我一次拼
搏攻关的机会，我必须和时间赛跑，人生

能有几回搏？”由于气候原因，在莱州一
年只能生产一季玉米。为加快育种速
度，从 1978 年冬天起，李登海远赴海南，
进行加代繁殖，一年繁育三季，硬是把自
己的科研生命拉长了 3 倍。冬季的海
南，是无数人的度假天堂，而在李登海眼
里，那里就是块玉米高产试验田。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李登海的
作息表中，只有育种时间，没有北京时
间，只有工作日，没有节假日。由于长期
蹲守在高温高湿的玉米地里，李登海患
了严重的痔疮，先后动过 5 次手术。为
能重返挚爱的玉米田，他讨来止血偏方：
吞食蚯蚓，“只要能继续工作，让我吃什
么都行”。1991 年 7 月，李登海脑桥部位
突发脑血管梗塞，造成身体左侧麻木偏
瘫。在住院期间，他天天挂念的仍然是
家里的玉米高产攻关田和几万份研究高
产玉米品种选育的育种材料。

每年的除夕之夜，李登海总是拿出
一本崭新的日记本，在扉页上工工整整
地写下马克思的一段话：“在科学上面是
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
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达
到光辉的顶点。”每当他的科研遭遇天灾
人祸的打击后，他都要再背上一遍。心
痛之余，他总是咬着嘴唇，默默下定决
心：一定要把玉米高产攻关干下去，开创
中国玉米高产道路的事业绝对不能停
止！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他一个普通
农民科学家，用自己的双手，一步步拉近
与世界最高水平的距离。

面对未来，李登海表示，他将设立登
海种业创新基金和科学基金，奖励为我
国玉米育种作出突出贡献的人。他同时
提醒创新者：“理想与追求一定要以祖国
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这样才能真正走向
成功。”回顾走过的历程，他总结道：“我
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要为国家增加玉
米产量。有生之年，我争取再干 20 年，
要干出 60至 80年的研发创新业绩，等于
再活一辈子，再为国家创造社会经济效
益 1000 亿元。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创
新事业是无限的。像一粒种子一样，植
根共和国的沃土，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
无限的为国家创新的事业中去，是我毕
生的追求。育种难，但看到自己选育的
品种大面积得到推广，让成千上万的农
户因此增产增收，再苦也心甜!”

一 粒 植 根 沃 土 的 金 种 子
——再记国家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主任李登海

本报记者 王金虎

本报6月11日刊发的人
物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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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东省引起强烈反响。人
们纷纷向李登海学习，学习
他锐意进取、勇攀高峰的创
新精神，艰苦奋斗、潜心钻
研的实干精神，扎根实业、
回报社会的奉献精神。为了
让读者了解更多的李登海事
迹，本报记者进行了跟踪采
访，请看报道。

编 者 按

到今年，北京同仁堂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张鹏已经做
了 12年博物馆义务讲解员了。

这 10 几年中，他学习的专业曾经换过，工作的单位
曾经变过，但几乎每个周末和假期，在博物馆中与观众的

“约会”却从来没有断过。这 10 几年中，他作为中国国家
博物馆、世纪坛世界艺术馆、首都博物馆的志愿讲解员，
已累计志愿服务 3000 余小时，服务观众 20 余万人次，影
响和带动了 100余名青年人加入博物馆志愿者的队伍。

跪下来为孩子们讲解

2003 年的一个下午，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时，张
鹏被一位大姐细致生动的讲解所吸引。交流中得知，她
是一名博物馆的志愿者，也知道了那天恰好是中国国家
博物馆志愿者招募面试的最后一天。怀着紧张的心情，
张鹏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临时填写了报名表，顺利通过
了笔试面试，成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

随后的日子里，每个周末和没有安排课的工作日，张
鹏都会行程 4 个多小时，往返于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中
国政法大学校园和坐落在天安门的国家博物馆。

一个展览的讲解大概一两个小时，但这背后却是几
十个小时的准备。有些临时展览展期只有两个月，细致
准备一月后开始上岗讲解，到展览结束时掐指一算，原来
只讲了不到 10 次。有些基本陈列内容庞大，比如国家博
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示从云南元谋人到溥仪退
位的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张鹏需要讲解 5个小时。

博物馆里收集着人类的记忆，珍藏着民族的灵魂。
一个人因为有了记忆而精彩，一个国家因为有了记忆而
延续，一个民族因为有了记忆而厚重。作为博物馆的志
愿者，张鹏觉得有义务让这份历史文化传承和延续下去。

在展厅待的时间多了，张鹏发现小观众们越来越
多。也就是从那时起，小朋友成为他服务的重点。张鹏
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解，能让孩子们打开双眼去发现人类
逝去的足迹。因此，他总是以朋友的口气与孩子们交流，
为了能够与坐在地上的孩子视线平等，他每次都跪在地
上讲解，跪麻了起来站会，又跪下来继续讲解。站在队伍
后面的家长们不忍心他这样难受，特意准备了小板凳，更
有家长知道他会拒绝小板凳，还准备了好几副护膝。

除了在博物馆展厅讲解，为了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
喜欢上博物馆，张鹏带着不同的课程，走进北京实验二
小、北大附小等学校，为孩子们讲述中国历史文化，受到
了孩子们的欢迎。去年春节前，在北京实验二小二年级
14 班的课堂上，张鹏收到了 40 张小卡片，每张卡片上都
写着小朋友的新年祝福。孩子们告诉张鹏，每天打开一
个，就会有 40 天的好心情。有的卡片上写着：鹏鹏哥哥
希望你明年还来；有的写着：祝你明年长到 1米 9。

享受最快乐的时光

每次横穿天安门广场去往国家博物馆的路上，张鹏
都不由自主地小跑着——他想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展厅
里，留在为观众的讲解中。也就是那时，张鹏才意识到，
志愿精神不仅仅是做一次好事，而是一种融入生活的态
度，一种融入生活的方式。

很多观众都是慕名从参加展览中途开始跟随张鹏听
讲解，在结束的时候往往会希望张鹏能够将前半部分内
容补讲一遍。每次面对这样的请求，张鹏总不忍拒绝。
就这样，新一轮讲解中又有中途加入的观众，又开始从头
为他们补充前半部分的讲解。有时连续讲解会从上午 9
点开馆一直持续到下午 5 点闭馆，回到家后，一句话也不
想说，他也就此落下了咽炎的毛病。

为了让更多社会公众尤其是小朋友们有机会感受博
物馆的魅力，张鹏尝试着写连载文章和书，利用晚上的休
息时间开设公开课等等。3 年前，他开始有意识地去总
结博物馆义务讲解、志愿服务的经验和方法，为更多专业
和志愿讲解员培训。同时，创立了 4 月公益博物馆志愿
者协会，吸引博物馆志愿者、爱好者们共同参与。

不论工作再忙，事情再多，在展厅内为观众们讲解始
终是张鹏最快乐的时光。身边的好朋友常常这样调侃
他：如果张鹏有一天病倒了，叫 120 直接拉到急救中心，
不如直接拉到国家博物馆，他会马上好起来的。

今年 8月 27日是张鹏的 30岁生日，那天恰好是暑期
特别公开课。课后，在 100多名小朋友生日歌的伴奏下，
他收到了迄今为止最珍贵的礼物：一个 10 米长卷，上面
印满了一个个五颜六色、或大或小的手印，还有一个个稚
嫩的笔迹写下的生日祝福。一向很少流泪的张鹏，在那
一刻，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泪水没有委屈、没有辛酸，
有的只是满满的幸福。

博物馆里的“鹏鹏哥哥”

本报记者 佘 颖

张鹏在国家博物馆讲解。 （资料图片）

▲▲李登海李登海（（左左））和他和他

的科研团队的科研团队。。

▶▶李登海查看玉米李登海查看玉米

长势长势。。王王 杨杨摄摄

“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

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

平。”李登海是个历久弥新的老典型，每

次见到他，“开场白”几乎都是这段毛主

席语录。他坦言，这个“座右铭”是支撑

自己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的精神支柱。

在世界玉米栽培史上，有两个人是

不能不提的：一个是美国先锋种子公司

的创始人华莱士，世界春玉米高产纪录

的保持者；另一个就是李登海，世界夏玉

米高产纪录的创造者。一个初中毕业就

回乡务农的“泥腿子”，始终耕耘在缺技

术、少资金、乏人才的黄土地上，最终能

在世界玉米育种和高产栽培中，创造了

一个属于中华民族的新时代，这不能不

说是一个奇迹。科技报国，已潜移默化

为李登海的自觉和责任，成为他攻坚破

难、创造奇迹的不竭动力。

作为农民科学家，李登海没有论著

出版，但他把论文写在了大地上：全国

累计有 11 亿多亩的土地上种过他的种

子 ， 全 国 5 株 玉 米 就 有 2 株 是 他 育 成

的，为国家创造直接经济效益 1200 多亿

元。有人统计过，如果每年推广种植李

登海的良种 1000 万亩，相当于新增 150

万亩耕地。

作为农民企业家，国家利益至上的

信念已融进他的血脉。1996 年，美国先

锋种子公司表达了与李登海合作的愿

望，李登海却坚持中方必须控股，“种子

事关国家粮食安全，我在任何时候，都不

会拿国家利益来换取企业利益”。2002

年 11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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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李登海出访美国时，

先锋公司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红旗。

作为一个农民“大富翁”，从 2 万元起

家，发展到 40 亿元资产的规模，“不差钱”

的他却在日常生活中异常俭朴。他最贵

的一套西服是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

时穿的，1700 块钱，已穿七八年；他平日

最喜欢吃的就是大葱蘸酱。他对自己

“抠”，但该花的钱他会一掷千金，每年仅

科研投入就达 1500 多万元，40 多年来已

累计投入 2 亿多元。最终，他将精心培育

的 30 多个玉米自交系及大量的科研成果

无偿奉献给国家和人民，为解决我国温

饱问题和促进玉米栽培育种的科技进步

作出了积极贡献。

只有把自己的追求和祖国、人民的

利益血脉相连时，“小我”变“大我”，才会

创造出奇迹；只有心中的信念不枯萎，精

神 不 缺 钙 ，理 想 之 花 才 会 结 出 丰 硕 的

果实。这就是李登海带给我们的启示。

把自我追求和祖国人民的利益相连
王金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