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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细雨，广袤的渭北土塬静谧而
温润。在位于陕西省长武县丁家镇十里
铺村的国家小麦区域试验站的小院儿里，
82 岁高龄的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老人正
透过两棵果实累累的山楂树，凝望着不远
处的麦地，那是他刚刚带领助手牺牲中秋
假期种下的冬小麦品比试验田。在常人
眼里，此时的黄土地上了无一物，但在梁
增基心中，深埋其中的希望之种已然生根
发芽。

培育适合旱地的小麦品种

头发花白，皮肤黝黑，手拿草帽行走
在田埂地头——如果不开口说话，梁增基
几 乎 与 普 通 的 关 中 老 农 毫 无 二 致 。

1961 年 10 月，28 岁的广东人梁增基
从西北农学院毕业来到陕西省长武县农
技站。从此，就再也没“挪窝”。54 年来，
这个被当地农民朋友亲切地喊作“老梁”
的人，以卓绝的职业精神和创新激情坚守
在渭北黄土塬上，先后培育出抗旱、高产、
抗病的 3个国审小麦品种、4个省审品种；
获省、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1
项、成果奖 2 项。其中多个优质多抗高产
品种被列入农业部“863 计划”和科技部

“成果转化”项目，广泛种植于陕西渭北、
甘肃、河南、山东等旱地区域。同行专家
评价：“旱地小麦长得像水地是个奇迹。”
农民们更是赞不绝口：“旱塬小麦创奇迹，
吃粮想着梁增基。”

走进梁增基不足 8 平方米的卧室兼
工作室，暖气旁、阳台上，枯黄的小麦样本
随 处 可 见 。“ 这 些 都 是 正 在 整 理 的‘ 材
料’。”梁增基所说的“材料”是他半个世纪
育种生涯的宝贝。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渭北旱塬，小麦
平均亩产不过 30 多公斤。初出茅庐的梁
增基经过一番深入科学调查、论证，认为
渭北黄土地不是不适宜小麦生长，关键症
结就是小麦品种太差。

要育种，材料最关键。为此，他多方
求助；没有钱，自己干。他从农场借来二
亩地，把自己的宿舍当做种子室，桌子上
摆满了信封纸袋，屋梁上、墙壁上挂满了
麦穗。一切亲自动手，整地划区，拉行开
沟，一区区耕作，一粒粒下种；锄草、施肥、
防虫，块块立标记，株株建档案；小麦扬
花，连日精心选株杂交；收获时，株株过
目，精心挑选，仔细分类，单打单收，一干
就是通宵⋯⋯为了了解各个生产环节及
其相互关系，他下乡蹲点，调查研究，参加
群众生产劳动；三次奔波北京、海南搞“两
杂”北繁南育。1971 年，经过无数次的艰

难曲折，梁增基培育的条锈免疫、抗冻、抗
旱、丰产的“7125”和“702”终于问世，作
为主栽品种在咸阳北部、平凉地区和黄
陵、天水等地推广，部分县推广面积达
45%，累计 600 万亩以上，在长武当地推
广后小麦亩产首次跨越了 100公斤。

1979 年，梁增基利用“702”的姊妹系
“7122”育成了“秦麦四号”，推广后几乎
覆盖整个咸阳北部、陕甘 6 个地市，年种
植面积 152 万亩，累计 700 万亩以上，成
为当时渭北和甘肃旱地小麦面积最大的
品种，长武县小麦亩产再次跨越 150 公斤
大关。“秦麦四号”也因此荣获农业部“科
技进步”三等奖，“秦麦四号”成为全国唯
一获此奖励的县级农技项目。同行专家
赞誉：梁增基最大的贡献是把小麦锈病挡
在了西北之外，在推广区阻断了小麦锈病
南北传播的桥梁。

开辟旱地高产育种先河

旱塬小麦既要矮秆抗倒，又要抗旱稳
产，这在国内育种领域尚少有人涉足，而
且上世纪 80 年代，业界一致认为，抗旱与
抗涝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执著的梁增基
研究认为“半矮秆对抗旱力没有直接影
响”。降低旱塬小麦高度，梁增基早有准
备。1975 年，梁增基按同一目标，做了
100 多个杂交组合。年复一年，日复一

日，白天田间选株，晚上室内选粒，对照亲
本和目标考察后代的遗传性，对照多年气
候考察其性状的稳定性。特别是遇到酷
暑和阴雨，为了防止某些性状“昙花一
现”，他整天钻在地里，仔细观察杂种后代
对旱、涝反应的敏感性和遗传性。周而复
始，在选择与淘汰中找寻着每一个惊人的
发现。

1978 年，在千万个分离株系中，梁增
基突然发现一个矮秆株系，表现金黄，成
熟度好，他迅速扩大群体，加强选择强
度。1980 年大旱，1983 年特殊多雨，他
发现了一个抗病性、成熟度表现都很好的
株系，这让他欣喜若狂。1984 年旱塬第
一个矮秆高产抗旱品种“长武 131”选育
成功，亩产水平 400 公斤，上世纪九十年
代推广种植面积 3800 多万亩，1989 年长
武平均亩产 205.5 公斤，成为旱塬亩产最
先跨越 200 公斤的县。“长武 131”的育成
拉开了旱塬选育矮秆抗旱高产小麦品种
的序幕，成为一项国内旱塬首创的品种，
开辟了旱地高产育种的先河。

高产更要稳产。梁增基又开始从提
高多抗性、品质等综合性能寻找新的突
破。1997 年，综合性优良、高产、优质的

“长武 134”问世，其半矮秆，抗倒高产，抗
条锈、叶锈、白粉和叶枯等性能优势突
出。1998 年国家审定后，即作为地膜栽
培的首选品种，成为陕西西部旱区的主栽
品种。以此为基础，梁增基又开始实施品

质改良。1994 年，他采用水旱品种杂交
并自然加代一次，后代再扩大群体，结合
异地水旱鉴定，强化选择。2001 年，优质
多抗高产的“长旱 58”问世。2004 年经
国家审定后，被列入农业部“863 计划”和
科技部“成果转化”项目进行开发。2006
年以后，一直作为主栽品种在渭北中西
部、河南、山东等旱地区域推广，种植面积
累计超过 2500 万亩以上。2008-2010
年，中科院西北水保所利用“长旱 58”在
长武实施“耕地保育与现代化持续高效示
范工程”。

育种，无疑是一项枯燥艰苦的工作，
在农业科技人员看来，这还是一项风险回
报严重不成正比的选择。梁增基说，从熟
悉材料、选材料、杂交、选育、稳定性状、多
点多年试验比较最后到报审、推广，“育出
一个好品种至少需要十二三年的时间，很
多人几十年辛苦，也未必能搞成一个”。
然而，从事育种科研半个世纪，梁增基矢
志不渝。有人问他：准备干到啥时候休
息？他回答：“干到干不动为止。”如今，早
已办理退休手续的梁增基依然忙活在田
间地头，他最新育成的抗旱、高产、适应性
更广的“长航一号”小麦品种已通过省品
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毕生献农终无悔，血溶苦海情独钟；
星移地转营岁月，绘迹黄土写人生”，这是
梁增基写下的人生格言，也是他一生坚守
奉献农业农民的大爱情怀的写照。

阅读改变人生，从来
就 不 是 一 句 空 洞 的 口 号 ，
打工妹张春丽的人生就是
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1986 年 4 月，张春丽
出生于江西省鄱阳县芦田
乡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排
行老大的她勤奋读书，考
出 610 分 的 高 考 好 成 绩 。
但是，面对债台高筑的家
庭状况，张春丽无奈撕掉
了她梦寐以求的大学录取
通知书，只身外出打工。

背 起 装 满 课 本 的 行
囊，张春丽来到深圳，成
为中显微电子公司流水线
上的一名女工。到深圳的
第二天，她就去了解哪里
有培训班、自考辅导班。

2005 年 9 月，张春丽
参 加 了 广 东 省 的 成 人 高
考，顺利考入深圳大学英
语专业大专班，从此开始
了她“白天上班、晚上上
学”的紧张生活。“当我收
到深圳大学成人教育英语
专科班的通知书时，我流
泪了，我终于成为一名大
学生了。”张春丽说。在那
期间，她每天一下班就往
学校赶，困了就在公交车
上打个盹。有时为了赶时
间，连饭也顾不上吃。

张春丽靠打工供自己
上大学，本已十分不易，她还要为弟弟赚取学费，只
能拼命工作挣钱，每个月的计件工作量都排在前列。

读书，就像春雨，在无声无息中塑造着一个人的
灵魂和气质。在数百人的工厂里，张春丽脱颖而出，
从一线女工、前台文职、薪酬福利管理员，一直干到
公司人事部门的管理者。2008 年，新劳动法出台，
公司的薪酬制度面临着全新的改革。当这个大课题摆
到张春丽的面前，爱学习、愿探索的读书精神指引着
她从零学起，开始刻苦钻研薪酬管理知识。在较短的
时间内，她编制完善了公司薪酬管理的各项制度，建
立了新的薪酬体系。

成为公司的业务骨干之后，张春丽读书学习的步
伐依然没有停止，大专、本科、MBA，她在学业的
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这背后，她不知付出多少辛苦和
汗水。“春丽，你不累吗？”面对这个问题，她笑着
说，除了工作、学习，我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想累
不累，我只知道这样的付出很值得。2008 年，张春
丽被授予广东省“优秀农民工”荣誉称号；2009 年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读书给人生带来的益处毋庸多言，面对身边的年
轻朋友，“受益者”张春丽想让更多的人一起分享读
书的快乐。在一次单位的招聘过程中，一个放弃高考
的男孩引起了她的注意。“如果是家里条件不允许，
我可以给你帮助；如果是因为自身原因，你要想清
楚，工作以后你就要面对完全不同的人生。”在张春
丽的劝导下，男孩回家备考，最终考入了四川大学。

“这也是我坚持读书的原因，不但自己学习，还
能影响身边的人。”在平时的工作中，张春丽也特别
留意 90 后的年轻员工。她与大家分享学习经历，鼓
励他们多学知识、多学技术，凭真本领、硬功夫改变
命运。在张春丽的影响下，主动求学的风气在公司逐
渐形成，仅主动参加自考或各种知识培训的员工就有
30余人。

2010 年，张春丽被选为全国青联委员、广东省
人大代表。从一个普通的打工妹走到今天的高度，精
彩的人生背后是张春丽那安静读书的身影。接下来该
做点什么呢？考虑再三，张春丽打算把服务外来务工
人员作为自己今后的事业。“很多外来务工青年因为
没有得到适当的引导，迷失了方向，随波逐流。”张
春丽说，她和另外 3 名在深圳务工的青年共同注册成
立了深圳市时代青工文化服务中心，开办青工大课
堂，并成立了青工作家协会。

“ 毕 生 献 农 终 无 悔 ”
——记陕西省长武县农技中心退休研究员梁增基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朱江博

山 东 省 胶 州 市 胶 北 街 道 的 律 家 庄
村，路面干净整洁，两侧的绿化带内不
见杂草，不论大街小巷，没有一处卫生
死角。而几年前，这里却是垃圾遍地、
村路泥泞。为何有如此大的变化？村党
支部书记蔡启雷向记者说了一个字——

“评”。

由村委“定”到村民“评”

蔡启雷初任村党支部书记时，律家
庄村环境脏乱差。细心的他很快发现，
平日负责料理家务的妇女在村里时间最
长，于是评选“好婆婆好媳妇”来改变
村庄环境的想法就产生了。

第一次评选“好婆婆好媳妇”时，
村委班子成员凑在一起，选定了 10 名

“好婆婆”和 10 名“好媳妇”，制作了光
荣榜张贴在村委大院前的墙上，希望通
过她们发挥带头作用，改变村庄脏乱差
的面貌。可光荣榜张贴第二天，“好婆
婆”王金英就哭着跑到蔡启雷的办公
室，边哭边说：“书记，你快去看看。”
原来，在张榜的当天晚上，“好婆婆”王
金英照片上的眼睛被撕掉了。

蔡启雷了解情况后对王金英说：“你
想想，为什么别人的照片好好的，而偏
偏你的出了问题？”沉默了一会儿的王金
英低声说：“俺家的牛养在街上，牛粪也
堆在街上，村民们都讨厌。”“那你打算
怎么办？”蔡启雷接着问，“还想不想继
续当‘好婆婆’？”“想，书记你就看我的

表现吧！”说完，王金英离开了蔡启雷的
办公室。

当天,王金英就把街边的牛粪推到了
菜园子，整整推了 17 车。5 天后，她将
养了 10 多年的老黄牛给卖了。此后，王
金英不仅将自己屋前屋后收拾得干干净
净，还带动左邻右舍参与到村庄治理当
中来，并经常将自己菜园的菜分给邻居
吃。村里重新把她的照片贴在光荣榜
上，这张照片悬挂至今，完好无损。

这 次 的 事 件 也 给 了 蔡 启 雷 一 个 启
示：村两委“定”的，老百姓不一定认
可；要让村民认可，就得让村民自己评
自己选。第二年，村里成立了“精神文
明评选委员会”，采用一户一票的形式，
由村民对“好婆婆好媳妇”进行投票评
选。

由“要我干”到“我要干”

对评选出来的“好婆婆好媳妇”，蔡
启雷趁热打铁，教育她们，“你们是村里
的模范，应该带头干事，做个表率给大
家看看，把村庄卫生搞上去”。可是大家干
了没几天，一些村民就开始议论，“你看那
谁谁瞎积极”。被村民一议论，“好婆婆好
媳妇”都不好意思上街打扫卫生了，积极
性下降。针对这一情况，蔡启雷就以谈心
的形式多次与大家沟通交流。就这样，在

“好婆婆好媳妇”的共同努力下，律家庄
村的环境开始慢慢变好。

蔡 启 雷 因 势 利 导 ， 又 先 后 制 定 了

“三八标兵”、“优秀村民”的评选办法，
让更多妇女融入村庄的卫生管理工作。

“保持街道干净整洁是为了全村的好
事，全家人都支持。我已经习惯了每天
早上起来打扫卫生，既能锻炼身体，又
能美化村庄，邻里一起干还能增进感
情 。 一 举 三 得 ！” 今 年 68 岁 的 “ 好 婆
婆”周素英说。

现在律家庄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有工作大家都争着干、抢着干，都想早
日登上光荣榜。蔡启雷又先后组织这些
优秀的妇女坐飞机到上海、浙江、江苏等
全国优秀的美丽乡村参观学习，让她们长
见识、开眼界、找差距、学经验。

“书记带我们出去学习，既实现了我
们多年来坐飞机的愿望，又让我们见了
世面，学了东西，我们更应该好好建设
村庄。”好媳妇王明芳说。

由“半边天”到全村人

“好婆婆好媳妇”的评选像一缕春
风，唤醒了村民们内心深处对文明和谐
生活的向往。去年，村民纷纷向蔡启雷
反映情况，妇女们说：“书记，一年评一
次太少。我感觉自己做得也不错，也想
加入这个团队。”男人们说：“男人也应
该有被评选的权利。”就这样，从去年下
半年起，律家庄村“洁净标兵”、“好丈
夫好女婿”等团队通过村民评选的方式
产生。

记者走到“有困难找义工，有时间

做义工”的展板前，看到展板上有 23 张
男人的照片，他们肩上斜挎着红标带，
胸前戴着大红花，个个面带微笑精神饱
满。照片的右边紧跟着的是姓名、联系
电话和服务项目。“电工、瓦工，即使没
有手艺还能出个车，帮着干点体力活，”
蔡启雷在一旁介绍，村庄根据“好丈夫
好女婿”的个人特长，成立了“好丈夫
好女婿义工团”，主要为村里的老弱病残
服务。为帮助更多村民，村子在义工团
成立之际，又成立了村庄慈善基金会，
仅一周就收到捐款 4.94 万元。村子环境
好了，村风和谐了，还有了义工团队。

去年寒假，有村民向蔡启雷反映，
孩子们在宣传展板上乱写乱画；有的还
在街上乱点火、放鞭炮⋯⋯为解决这个
问题，蔡启雷挑出了村里 5 个最调皮的

“孩子王”，找他们谈话说：“经过村民推
荐，你们是村里最优秀的少年，希望你
们能带领村里其他孩子做文明少年。”要
求他们签订做优秀少年的承诺书，同时
答应他们如果做到了承诺书上的四点要
求，就给他们发奖状和奖品，并将照片
张贴在光荣榜上。就这样，在 5 个孩子
的带领下，孩子们损坏村庄公物、不讲
文明的事情越来越少，讲文明讲礼貌的
越来越多。

蔡启 雷 表 示 ， 是 全 村 人 思 想 的 转
变，让律家庄村破茧成蝶变成山东省
的“乡村文明家园”建设示范村，而
村里的评选活动无疑是村民思想转变
的助推器。

律家庄村的“治村秘诀”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刘方亮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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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丽手捧奖状和鲜花，笑容满面。 （资料图片）

△▷ 梁增基在悉心查看小麦长势。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