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天镇县逯家湾镇
李 家 寨 村 51 岁 的 杨 素 芳 ，
丈夫体弱多病，干不了重
活，家里一贫如洗，儿子娶
不上媳妇。如今，杨素芳在
北京当保姆照顾老人，每年
收入有 4 万多元，全家摘掉
了贫困帽，也有人给她儿子
张罗提亲了。像杨素芳这样
一人进京当保姆而全家脱贫
的妇女，在天镇县有 500 多
位。

作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的天镇，为何有那么
多进京保姆呢？这还得从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派驻山
西省天镇县的挂职干部王剑
辉说起。今年 52 岁的王剑
辉 2005 年从部队转业到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部 ，
2012 年 4 月被派到山西天
镇挂职，任县委常委、副县
长，这一干就是 4年。

天 镇 县 位 于 山 西 最 北
端，土地贫瘠，资源匮乏，
总人口 21.8万，贫困人口就
有 4.66 万。王剑辉刚到天
镇县挂职的 2012 年，天镇
县财政收入刚突破 1 亿元，
是个典型的“民穷县也穷”
的地方。如何帮助当地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呢？王剑辉走
遍天镇摸情况，冥思苦想找
办法。他发现，天镇县土地
贫瘠、资源匮乏，但有两大
优 势 ： 一 是 距 北 京 280 公
里，有较好的区位优势；二是有富余劳动力 5.4 万，
其中妇女 2.6 万。2012 年末，正值北京春节前夕“保
姆荒”，王剑辉有了主意，发出“带着乡亲们到北京
过大年”的倡议。

主意很好，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天镇县群众乡
土观念浓厚，相对闭塞守旧，外出打工有三怕：一怕
工资没保障，二怕遇到危险，三怕到大城市难以与人
沟通。要让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里的农村妇女走出
去，需要过“五关”——妇女自身观念关、丈夫面子
关、子女理解关、村干部思想关、村民舆论关。王剑
辉意识到，扶贫首先要扶观念之贫。为此，他带领妇
联、扶贫办的同志，起早贪黑钻山沟，走村入户作动
员，给贫困群众算长远账、算增收账，逐渐打消了妇
女们的顾虑。

2012 年 11 月，天镇县第一批 19 名农村妇女进京
当起保姆。王剑辉带着她们与客户对接，教她们乘地
铁、换公交。天镇妇女的淳朴、诚实受到北京客户的
认可，两天之内，19 名妇女全部顺利就业。此后，
每星期至少有 10 名天镇妇女踏上进京的列车，“天镇
保姆”迅速走俏京城。

为了打响“天镇保姆”品牌，在王剑辉的倡议
下，天镇县把废弃的军营改建成面积 5000 平方米、
设备总值 50 万元、功能齐全的家政培训基地，与北
京家服中心、高校对接，创建“基地＋中心＋高校”
相结合的培训模式。家政培训基地既教贫困妇女家政
服务理论知识，又教实际操作。小到坐姿站姿、沏茶
倒水等细节，大到菜肴烹调、家居保洁、家电使用，

“天镇保姆”在上岗前都能得到系统的培训。天镇县
专门成立了推进劳务输出领导小组，在北京设立劳务
输出办公室，构建了培训、用工、服务、保障“一站
式”工作机制，实施“动员、培训、输送、签约、服
务、回访”全方位“保姆式”服务，真正做到“宣传
动员当好领路人，就业服务当好介绍人，亲自输送当
好保护人，跟踪保障当好‘娘家人’。”每年春节前，
王剑辉都组织召开外出务工人员及其家属座谈会，帮
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连续 3 年的大年初一，王剑辉
都给每位在外务工的“天镇保姆”发送慰问短信，并
组织扶贫干部到北京与她们一起聚餐过年。

挂职 3 年多来，王剑辉累计就地培训贫困妇女 83
期 5478 人，成功输出 2800 人在北京、太原等地就
业。一名贫困妇女当保姆，年均增收约 3.5 万元，相
当于种植 100 亩旱地或饲养 300 只羊的纯收入。这
些人每年可带回劳务收入 8000 多万元，相当于天镇
县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天镇保姆”让 2800 多户贫
困家庭实现精准脱贫，老百姓亲切地称王剑辉为

“保姆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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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山里来了

﹃
保姆县长

﹄

—
—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派驻山西省天镇县挂职干部王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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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黝黑，身材粗壮，没有一丝教授
的书卷气，更像是一个长年累月在田地劳
作的关中老农。

53 年前，怀着“学农业科技，让乡
亲们不再饿肚皮”这个单纯美好的愿
望，他扎根黄土地，执着守望着自己痴
迷的麦田，从不言弃。53 年后的今天，
他的小麦种子生长在八百里秦川到黄淮
平原的大地上，他也谱写出无愧于时代
的人生之歌。

他就是王辉，著名小麦育种专家、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2012 年“陕西省科
学技术最高成就奖”获得者，2015 年“陕
西好人榜”和“中国好人榜”入选者。

“你们是我的娃，小
麦也是我的娃”

2015 年初冬时节，王辉再次如约来
到河南郑州，查看和当地共建的育种基地
种苗生长越冬情况。没想到，一场突如其
来的大雪给麦苗捂上了一层厚厚的“棉
被”，每垄每行的麦苗标牌全藏了起来。
但王辉还是习惯性地俯下身子，扒开积雪
来看自己培育的麦苗。

王辉已经记不清来过这片麦田多少
回了。2005 年，王辉带着他选育的优质
小麦品种“西农 979”走进黄淮麦区，从河
南荥阳一块近 70 亩的育种基地，发展到
了如今覆盖河南、安徽、湖北等省份超千
万亩的种植规模。

1943 年出生在陕西杨凌李台乡五星
西魏店的王辉，青年时经历过自然灾害，
没粮吃、饿肚皮的切身感受深深烙在心
头。“学农业科技，不再让父老乡亲饿肚
皮”这个单纯美好的愿望，让他毫不犹
豫地选择了西北农学院农学系，从此开
始了他的育种人生。

30 岁那年，毕业留校的王辉幸运地
被分配在赵洪璋院士门下做助手。热爱
育种的王辉很快就钻了进去，就像一粒
优良的麦种，生根发芽、分蘖吐穗，快
速成长起来。

“小麦品种的地域性很强，国外技术
再好，拿到本土来种未必合适，咱们国
家还是要有自己的品种。”王辉说。

1977 年，王辉开始主持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的小麦育种工作。当时，王辉没
钱、没地、没设备，只有两亩学生试验
田。育种过程中的整地、施肥、播种、
管理、收获，所有农活都由他一个人来
扛。与此同时，科研工作也得他自己承
担。因为缺经费，王辉常常从自己的工
资里拿钱出来买试验用品，设备通常从
家里顺手牵羊，或从亲戚那儿“刘备借
荆州——只借不还”。

王辉的一年和普通人不一样。他的
一年从 9 月开始，这个月里他要整地、
施肥、划行、分区及布置试验；10 月播
种，冬春季田间观察记载、抗病鉴定及
大田管理，初夏授粉杂交、选择材料，
盛夏分类收获、晾晒，再到 7 月室内考
种、室内选择和试验总结，8 月试验安
排，再回到 9 月的整地⋯⋯对王辉这个
集整地、施肥、播种、管理、收割于一
身的“光杆司令”来说，到底流了多少
汗、吃了多少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早出晚归是王辉的工作常态。在小麦
杂交、收获和晾晒时节，为了抢时间，他
中午基本不回家，午饭由家人送到地里。
晚上结束地头工作，还要回办公室写下一
天的工作笔记。

每年的“五一”“十一”假期，王辉
都是在大田里度过的。“五一”做杂交，

“十一”播种。即使在寒暑假，作为一名
高校教师，他也一天都没休息过。当别
的老师享受暑假的时候，王辉正在他的
实验室里考种、做实验；放寒假的时
候，他又马不停蹄地奔走在关中麦区。

王辉的 4 个女儿常听父亲说起这样
一句话，“你们是我的娃，小麦也是我的
娃”。事实上，小麦往往比女儿得到王辉
更多的照顾。

分身无术的时候，王辉就把老婆孩
子甚至亲戚拉来“白干”。到了收获季
节，他甚至睡在晒卖场上看护。

“他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
父亲。他根本就不管家，一心只在他的
地头。”与王辉结婚 40 载的妻子马桂霞
嘴上埋怨着，但却心甘情愿给王辉打了
一 辈 子 的 下 手 。“ 扬 花 ”“ 授 粉 ”“ 杂
交”“接病”“千粒重”“穗粒数”等小麦
育种专业术语，在这个中学数学老师的
口中如数家珍。

所有常人眼中的艰难困苦，在王辉这
里都再正常不过。“育种工作就是这样
嘛。”淡淡的语气、平实的话语、淡定的神
态，一如其人，低调、朴实、坚韧。

“种子好不好，农民说了算”

小麦是我国第二大粮食作物，是北方
第一大粮食作物，而黄淮麦区是我国最大
的小麦主产区，选育出适宜这一地区种植
的单产水平高、品质好的小麦品种，就能
为国家的粮食安全提供保障。

“对育种专家来说，最重要的是眼
光。能不能识货，能否从众多麦种中找出
核心亲本配核心组合，是成败的关键。”王
辉将育种凝练成一句话。

“他有好多‘密码本’。”师从王辉 22

年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孙
道杰说，每到地头，王辉都带着一个本子，
用铅笔分门别类地记录着一株株麦苗的
前世今生。

记者随手翻开一个“密码本”，看到
王辉在扉页上写下“莫问前途吉凶，但
求落幕无悔”。他的学生说，王辉正是用

“老农科精神”践行着这句座右铭。
育出一个好品种本来就很难，更难

的是如何把一个好品种转化为现实中的
生产力。1991 年，王辉的第一个小麦品
种“84G6”诞生后，他背着亲手培育的
种子，挤汽车、赶火车，找种子站，联
系种子公司，介绍小麦品种，但效果却
不理想。有时在一个县里苦等一上午，
最终得到的却是“不合作、不接受”的
回复。

王辉深知，好的种子不和土地结合，
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这一理想信念，支
撑着他在失望与希望中不断前行。2005
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探索农业科技推
广新模式，这让王辉的团队看到了希望。
在学校的支持下，“育种专家+种业集团”
的良种推广模式开始实施。

“种子好不好，农民说了算。”王辉
说，“要让种子走出实验室，借助企业的
渠道和在当地的示范与农民见面，让农
民当裁判员”。

王 辉 历 时 18 年 选 育 的 “ 西 农
979”，2005 年通过国审，具有抗冻害、
抗倒伏、抗病害、早熟性、高稳产、高
商品率等优异特性，十分适宜在我国最
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麦区种植。

“小麦育种不进中原，就不能称为大
品种。”2006 年，“西农 979”落户素有

“中原粮仓”美誉的河南驻马店。当王辉
沿路驱车看到上百亩土地上推广的“西
农 979”茁壮成长，心中悬着的石头总
算落了地。

提起“西农 979”，种了一辈子庄稼
的河南省荥阳市广武镇白砦村村民丁永
和老汉赞不绝口：“不倒秆、产量高，磨
出的面又筋道又白，好吃！”

不光农民说好，就连与小麦打了一辈子
交道的驻马店市农科所研究员张自亮也忍
不住称赞：“这个品种将很多看似难以协调
的优良特性集于一身，实现了优质与高产、
冬性与早熟、多抗与广适的良好结合。”

“西农 979”在 2012 年创造了河南驻
马店百万亩单产超千斤的纪录。因其优
秀的表现，被农业部推荐为国家优质小麦
主推品种，成为陕西关中和黄淮麦区的主
栽品种，实际种植面积累计过亿亩，为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

“育种是一个没有终
点的事业”

谈到自己的成功，王辉将其归功于
团队协作。

王辉一辈子痴迷小麦育种，所思、
所想都离不开小麦育种。他坚持认为，
要想育出良种，常规育种这条路必须一
直走下去，而人才是完成这一任务的首
要条件。上世纪 90 年代初，王辉组建小
麦育种团队初期，就一直在思考如何提
高团队凝聚力和生命力的问题。

“以身作则，啥事都走在前面，下面
的人才会服你。”王辉常跟团队成员讲，
育种是实践性很强的工作，不下地不
行。试验地的培养、育种目标、亲本选
配、田间选择、生产观察，他都要求大
家深入大田、深入生产一线，发现问
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遇到刮风下
雨天，王辉总是第一个去试验田查看小
麦的性状表现；春节刚过，王辉就来到
大田里查看小麦墒情。时间久了，王辉
带的学生摸准了老师的脾气，都会自觉
来到大田开展农业研究。

作为王辉的得意门生之一，孙道杰
从 1993 年就跟着王辉。从大学生成长为
一名副教授，承担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孙道杰一如既往跟着老师干。

“老师那种不计个人得失、潜心育种
事业的精神深深地折服了我，我还需要跟
他学很多。”孙道杰的低调谦虚，有点师
承王辉的味道，“王老师把心思都放在了
工作上。他埋头苦干，节假日总在办公室
或试验田，想找他，去这些地方绝对找得
着”。

王辉的敬业精神，一直在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同事。“王老师有多次去沿海高
校工作的机会，但他都不为所动。旁人
一说调走，他两眼一瞪：‘科学研究有连
续性，挪窝要另起炉灶，走啥！’”与王
辉共事多年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生
导师王成社说，正是受王辉的影响，他
才在留学日本后选择回国。

守得云开见月明。王辉的执着终于
换来了在小麦育种领域的巨大成功。他
先后主持育成西农 84G6、西农 1376、
西农 2611、西农 2208、西农 979 等小麦
品种 11 个，累计推广面积达 1.53 亿亩，
累计增收小麦 40 多亿公斤，新增产值
90 亿元左右。他和团队获得陕西省科学
技术进步一、二等奖；2012 年，王辉个
人被授予陕西科学技术最高成就奖。

面对荣誉，王辉并没有停止前进的
脚步，而是把小麦育种的思路拓得更宽
了，凸显了大家风范。

梦想引领目标。为吸引更多师生了
解小麦育种知识，参与到小麦育种事业
中来，共同把小麦育种事业做大，王辉
把多年培育出的珍贵种子拿出来，与所
有课题调研组分享。在喜获陕西科学技
术最高成就奖并获百万元奖金后，王辉
当即表示，把奖金中的 80 万元用于团队
自主选题的科研经费补贴。2015 年，他
还捐出“西农 979”小麦新品种面粉，
做成 6万个馒头，免费让师生品尝。

如今，年满 72 岁的王辉已经光荣退
休，但还是卸不下自己肩上的担子。“每
天不进大田，不摸摸小麦，就浑身不自
在。育种团队还需再扶持，‘西农 979’
的潜力还有，我还想培育出更优质更高
产的小麦品种。”王辉显然还没有停歇的
意思。

“ 育 种 是 一 个 永 远 没 有 终 点 的 事
业。”王辉希望自己能将他的小麦育种事
业和人生完美相融，书写小麦育种事业
的下一个辉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王辉先后主持育成 11 个小麦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达 1.53 亿亩，增收小麦

40多亿公斤——

扎 根 黄 土 地 潜 心 育 良 种
本报记者 韩秉志 雷 婷

王辉平易近人，让记者觉得并不像

个专家，更像一位慈祥的长者。采访中，

不管多么简单的问题，他总是为大家逐

个耐心讲解；讲到育种技术，更是娓娓道

来，轻描淡写中点出精髓所在。

熟悉王辉的人都知道，他今天的

成就，是他怀揣梦想，饱经岁月的洗

礼，凭着真刀实枪打拼出来的。但谈到

自己的辛勤付出，老人却腼腆地不爱多

谈。他牵挂最多的，还是粮食安全问

题。同样的一株小麦，在普通人眼里就

是粮食；但在王辉眼里，早就在联想如

何利用组合搭配培育出更好性状、更多

产量的品系。

平凡的工作能够做到极致，就是不

平凡。搞育种工作存在巨大的风险，常

规育种，顺利的话，一个品种面世也得

经过 8 年时间。有时，在近百亩试验田

中辛勤耕种一年，到头来却两手空空。

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颗粒无收。王辉却

忍得住辛苦，耐得住寂寞，最终取得了

成功。

更 难 能 可 贵 的 是 他 做 学 问 的 精

神。对于育种人来说，种子就是天，

但他却甘愿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拿出来

跟大家分享，“老农科精神”在他身上

体现得淋漓尽致。王辉的学生还透露

了这样一个细节，课题组有很多小麦

品种符合省里的审定标准，如果按程

序申请，很可能通过审定，但王辉坚

决不同意申请。只因他对小麦的性状

没有完全掌握，如果现在推广了，一

旦有些品种的隐藏缺陷表现出来，造

成损失，后果极其严重。没有把握的

事，他坚决不干。

我们看到，为实现中国梦，像王辉这

样爱国奉献、淡泊名利、严格自律、学为

人师、行为世范的高校老专家正在身体

力行。在采访最后，王辉说，自己年龄大

了，却不能停止脚步，需要抓紧时间培养

接班人。

的确，发展中的祖国需要创新，更需

要注入创新的活力。要实现稳定持续的

创新，还需要最大限度地鼓励和培育年

轻人乐于吃苦耐劳、学会创新创造，这

样，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才能不断奔涌，各

行各业的创新面孔才会不断涌现。

让我们为王辉教授点赞！

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韩秉志

▲ 王辉手中的“密码

本”，记载了实验小麦的成

长轨迹。

本报记者 韩秉志摄
▶ 王辉（右二）在室

内试验田里为学生讲解小

麦育种知识。

本报记者 雷 婷摄

▲ 王辉（中）在实验室

里和同事们研究小麦实验样

本。 本报记者 韩秉志摄

王剑辉护送家政人员来到北京。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