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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长期从事植物病毒基础和应用研
究，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英国学习期
间，就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禾谷多黏菌传播
植物病毒的直接证据，提示土传小麦花叶
病毒缺失突变分子机理及其突变体不由
禾谷多黏菌传播的生物学特性。

1995 年，他获得英国邓迪大学植物
病毒学博士学位后毅然放弃国外优厚待
遇，归国事农。他建立马铃薯 Y 病毒属等
8 个植物病毒属特异性通用快速检测技
术，为占全球大约 35%的植物病毒快速检
测和鉴定提供了关键技术。他鉴定植物
病毒 63 种，发现新种 13 种，为全面认识
我国植物病毒种类提供了丰富资料。他
阐明 5 种粮食作物重要病毒病发生规律，
建立综合防治技术在国内病区的大面积
应用，对病害控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1 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
不仅继续开展植物病毒发生规律和绿色
防控技术研究，还在宏观农业战略层面，
为破解我国“三农”发展的短板进行探索
与实践。

他叫陈剑平。一蓑烟雨，半生农门，
只为金黄的大地禾谷飘香。

刻苦钻研
30年难题终被攻克

陈剑平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时，恩师
唐觉教授送了他 4 个字“学以致用”，他秉
承此志，誓用毕生所学服务于农业发展，
也因此选择到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工作。

当时，我国的植物病毒研究还比较落
后，为做一项关于植物病毒研究的重点课
题，他委托大学时的外教老师从英国剑桥
大学的书店买来一本《应用植物病毒学》
专著，白天上班，晚上研读。“当时没有闹
钟，我就睡前喝一大杯水，半夜想上厕所
时就会醒来，然后起床边学习边翻译，一
直到天亮。”陈剑平说。

灯下苦读让陈剑平很快掌握了植物
病毒学的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在科研上
取得进展，引起英国洛桑试验站植物病毒
学教授亚当斯博士的关注。在亚当斯教
授的力邀下，陈剑平于 1989 年获得了去
英国当访问学者的机会。

当时的留学时间是一年，但是陈剑平
3 个月就完成了全部科研任务。他对导
师亚当斯教授说：“我想做植物病毒与禾
谷多黏菌的关系研究。”

陈 剑 平 想 做 的 研 究 ，从 1958 年 到
1989 年的 30 多年间，都没有人能够做
成。很多实验室在这项研究上陷入僵局，
就连亚当斯教授本人也做了 17 年。“这个
课题太难了，你还是做一些容易成功的研
究工作，将来对你更有帮助。”导师说。

但是，陈剑平还是想试试。“看我坚持
要做，导师就把他自己所有的研究材料、
实验笔记给了我，还给了我 6 把制备超薄
切片用的金刚钻刀，引导我一关一关地
闯。但等到取得成果发表论文时，他把我
的名字排在最前面，把自己排在最后面。”
陈剑平至今心怀感激。

禾谷多黏菌孢子直径只有 5 微米，要
在孢子中找到病毒，就必须把孢子切成厚
度只有 50 纳米的超薄切片在电子显微镜

下观察。为证实病毒的存在，在近 9 个月
的时间里，陈剑平没日没夜地切片 1 万多
片⋯⋯长时间看电子显微镜，陈剑平的眼
睛都肿了。原来视力正常的他，从那时起
戴上了近视眼镜。

终于，这一科学难题被陈剑平突破
了，研究成果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

初战告捷，陈剑平在专业上突飞猛
进。“我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摘到了苹果。
比起这项成果，我觉得更大的收获是学习
到了亚当斯教授的科学精神。导师治学
严谨、精益求精和无私奉献的科学精神感
动着我，让我终生受益。”陈剑平说。

赤子情怀：
义无反顾回国务农

成名后的陈剑平，得到了不少国家的
邀请，但他还是坚持回国。“一个贫苦出身
的人，没有天赋和背景，只是运气好，做了
一些小事情，国家就这么器重，一定要回
去。”陈剑平说。

那时的祖国并不富裕。浙江省农业
科学院时任院长陈传群教授要跟陈剑平
联系，因国际长途话费太贵，都是发传真
让陈剑平打回国内。当时农科院工资每
月只有 100 多元，但在陈剑平看来，这比
英国的英镑更有价值。

“那一年我在英国，正逢北京申办奥
运会失利。那个时候感到，祖国对海外游

子是多么重要。”陈剑平说，这一经历也加
速了他回国的步伐。

1995 年冬，陈剑平义无反顾地回到
了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没有经费做实验，
陈剑平就跑到农业部申请课题，最后得到
10 万元经费。他就拿着这笔钱开始了在
国内的科研。

“当时国内条件虽然不好，但是我心
情很好，能感觉到党和国家对科研工作者
的那份关心和尊重。”陈剑平说。

就这样，陈剑平带着他的团队艰苦
奋斗，开展了一项项科研攻关，取得了
一项项科研成果。他揭示了 5 种重要稻
麦病毒发生规律和发病机理，建立的病
害绿色防控技术在全国病区大面积推广
应用，对我国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
献；建立了一大批先进的植物病原物检
测技术，鉴定了数十种植物病害新病
原，截获了上千批次外来入侵植物病
原，维护了我国生物和生态安全；建立
了 500 余种花卉、中药材无病毒组培快
繁产业化技术，开发了 25 种花卉组培苗
新产品，每年出口欧美市场数百万株优
质花卉组培苗，推动了我国园艺植物组
培苗产业化的健康发展。

一晃 20 年过去了，国家对农业科技
越来越重视，并加大了政策支持和投入
力度，国内科研条件已经不输发达国
家。“回国后并不像当年很多人担心的那
样做不了事，反而比在英国做得好。试
想当年如果留在国外，我可能就是一个

高级科研人员，带着两三个人干，而在
国内，现在我的科研团队就有二三十
人，科研条件好，工作效率高，还培养
了 60多名研究生。”陈剑平说。

据统计，在真菌传麦类病毒研究方
面，从 1996 年到 2005 年，陈剑平及其团
队发表的 SCI 论文数占全球的 28%，在
2006 年到 2015 年，这个比例上升到 60%
以上；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二等奖 5
项⋯⋯

使命艰巨：
探索农业综合体

陈剑平一直在做的事情是从“I”到
“T”。他告诉《经济日报》记者，“I”就是
“我”，把自己的科研工作做好，再变成
“T”（Team，团队），把团队带好。他本来
计划一生就做好这一件事，但是一次扶贫
调研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想法。

5年前，当选院士后不久，陈剑平去浙
江淳安扶贫，看到了和自己女儿差不多大
的一个小姑娘，就跟她攀谈起来：“你最想
要的是什么？”小姑娘头也不抬：“山核桃
成熟。”“你喜欢吃山核桃？”“我才不要吃
呐，山核桃成熟，我爸妈就可以回家了。”

小姑娘的回答震撼了陈剑平的心。
“全国有 3.7 亿农民在外务工，有 6000 万
名留守儿童在家思念父母，我现在已经是
院士了，该为一个想爸妈的孩子做些什么
呢？光靠农业科技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
民背井离乡外出务工的困境，除植物病毒
研究之外，我还要探索解决中国农村发展
短板的新路径。”陈剑平说。

陈剑平的想法得到了中国工程院的
支持，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提出了

“农业综合体——区域现代农业发展的新
载体”战略思想，用体系思维，从多元
产业融合、经营主体培育、质量安全控
制、科技支撑引领、互联网+流通、投
资融资助推、特色农镇建设、“三农”政
策创新等方面系统集成，研究解决“三
农”问题的组合拳，并应邀到 10 余个省
市作农业综合体探索实践的专题报告。

他的“三农”情怀和发展理念得到了
许多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认同，杭州蓝
城、绿城集团董事长宋卫平就是一位同道
中人。近年来，他们联手进行农业综合体
探索实践，在浙江奉化、嵊州、余杭等地试
点建设特色农镇，计划通过 10 余年努力
建成 100 个理想农镇，以此来影响、推动
全国成千上万个农镇的建设。

“到那时，我国农民的生产、生活、
生计会有很大程度的改观，孩子们就可
以在家乡和父母一起快乐生活了。”面对
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陈剑平心有憧
憬、满怀深情。

植 物 病 毒 的 克 星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剑平

本报记者 杜 芳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马头岭乡太和
小学教师刘黑华默默地扎根山区，守护着
山里的留守儿童，16年来无怨无悔。

毅然选择回村教书

太和村离马头岭乡政府有 15 里路，
全村散居着 400 多户人家，靠种烟、种田
为生。2000 年，因这里地处偏僻，又不通
公交车，没有老师愿意来村里，学校面临
撤并。想到孩子们要到 10 多里以外的乡
中心校读书，家长们忧心忡忡，学区主任、
村支书更是心急如焚，两人一起找到刚从
郴州师范毕业的刘黑华，希望他能回家乡
教书。想到孩子们求知若渴的眼睛，19岁
的刘黑华决定回村待一两年。谁知，这一
回就一直待了 16年。

孩子们对这位吹、拉、弹、唱、画样样
都会的老师十分佩服，刘黑华就像“鲶鱼”
一样，激活了学生的热情。

“上音乐课，刘老师既会弹风琴，又识
五线谱；上作文课，他把我们带到刚成熟
的橘园里，面对金灿灿的橘子，教我们如
何描写果实累累的秋天；上美术课，他牵
着我们的手走出校门，投身自然。太和村
的河流、稻田被我们搬到了画板上⋯⋯”
太和村小学曾经的学生、2009 级南华大
学毕业生曹婷说。

刘黑华发现，班里总会有几个在学
习、纪律等方面表现较差的学生。为此，
他每接一个班的学生，就要检测一下学生
的学习水平，并根据每个学生的成绩设置

“作业套餐”。针对优秀生，重在培养能
力，作业题目多一点、难一些；针对后进
生，重在基础知识的巩固，题少而简单。
他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让每个学
生都能体验到进步的快乐。

山区留守儿童多，“不落下一个孩子”
是刘黑华的目标。“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希
望，托起一个孩子的希望，就是托起一个
家庭的希望。”刘黑华说。

一颗慈母般的心

山里农民外出务工的多，村小里大多
是留守儿童。在刘黑华任教的 3 所村小，
学生们都说，“刘老师有颗慈母般的心”。

去年 5 月 6 日发生的一件事，更坚定
了刘黑华扎根村小的信念。那天，太和村
两个五六岁的姐妹清早就背着书包出门
了，但她们没有去学校，而是沿着简易公
路走了。刘黑华趁课间操的时间来到孩
子家里了解情况，爷爷奶奶还以为孙女上
学去了，并不知道两个孩子的去向。

刘黑华很着急，沿途打听才知道两个
孩子是朝着公路方向走了。当他骑着摩

托车来到 107 国道路口时，终于看到了两
个孩子。

这两个孩子为什么要出走？“我太想
念爸爸妈妈了，我要去找爸爸妈妈。”“我
们有一年多没见到爸爸妈妈了，只知道他
们是从这条路出去的⋯⋯”

抱着 2 个懵懂的孩子，刘黑华心里一
阵酸痛，泪水不住往下流：“你们的爸爸妈
妈在广东打工，离这儿有上千里路呢⋯⋯”

刘黑华的女儿在去年下半年要上小
学了，为让女儿有个更好的学习环境，他
写了调往乡中心校教书的申请。此事发
生后，他主动撤销了申请，坚持留在村小，
并暗暗下了决心：教好每一个学生，让更
多孩子走出大山。

“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
季耕耘”，就是村小老师的真实写照。

“2007 年至 2014 年，在我们村小，
就我和刘黑华两个老师，他教二年级，
我 教 学 前 班 和 一 年 级 ， 每 天 都 上 6 节
课。学校和教室里的卫生由我们两人轮
流打扫，中午也需照看学生，培优辅差
只能利用下午课余时间。学校紧临乡村
公路、鱼塘及西河，下午放学不仅要送
孩子们出校门、过马路，还要送孩子们
安全地过了桥，才能放心回校，每天忙
得像个不停旋转的陀螺。”株子塘小学校

长罗祥平说，刘黑华老实本分，又十分
勤快，路途较远的孩子带的中饭，都由
他负责加热；教具、玩具也是他自己制
作的，这么多年来实在不容易！

默默面对困难

16 年来，与刘黑华一起从郴州师范分
到苏仙区的有 15位老师，如今都调离了。

“10多年来，我一个人住校，晚上孤零
零的。冬天，与猫头鹰的凄凉叫声为伴；
夏天，陪伴我的只有蛙声和蝉鸣。”刘黑华
说，他也产生过到城区教书的念头，但一
看到朴实的山区留守孩子，调离的念头就
打消了。就是这样一种朴素的信念，支撑
着他在山区工作了 16年。

刘黑华 70 多岁的双亲体弱多病，每
年都要去乡医院治疗。妻子在家既要照
顾老人，又要看管小孩，还要忙家务和
农活。“我欠父母妻儿的太多，特别是我
的女儿，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我几乎是
缺席的。”刘黑华说着眼睛湿润了，“但
是，山里还有这么多留守儿童，总得有
人去教去管。我既然当了乡村教师，就
要热爱这份工作，哪怕是苦一点、清贫
一点也值得。只要外对得起那些可爱的
山区孩子，内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就
知足了！”

湖南郴州“80后”教师刘黑华：

守护山区留守儿童16年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张贵付

盛夏时节，在河北清河县
连庄镇的鹏涛食用菌种植基
地，《经济日报》记者看见一个
拄着双拐的青年正在烈日下指
挥工人维修运货的道路。在他
身后，是刚建成的 3 个现代化
食用菌大棚。“10 月份就可以
投入使用，到时年产鲜菇上万
吨 ，销 售 收 入 可 达 4000 万
元。这样一来，就能有更多的
残疾乡亲走上致富路。”青年人
说。

这个青年叫孙鹏涛，是一
个靠双拐走路，却带领众多残
疾乡亲共同致富的好小伙。

自力更生

36 岁的孙鹏涛是清河县
马二庄村人，因患小儿麻痹症，
一条腿残疾。1995 年，15 岁的
他为减轻家中负担，开始了谋
生之路。“我一定要养活自己。”
孙鹏涛立志自力更生，先后养
过鸭子、到企业打过工，因身体
残疾，每做一种工作，他都要付
出比常人多几倍的艰辛。

后来，孙鹏涛跟人学会了
“砸白铁”的手艺，逢集就给人
换锅底、壶底。“砸白铁”赚的是
辛苦钱，他每天骑着三轮车在
附近十里八乡赶集。“换一个锅
底最多 5 元，最多时，一天能挣
三四十元。”孙鹏涛记得，因行
动不便，他每天都早早出门，在
集市开张前摆好摊位；遇上刮
风下雨天，摔跤是经常的事。
一次下雪路滑，孙鹏涛整个人趴倒在雪地里，一条残疾
腿压在身子下，摔得三四天都起不了床。看到这些，母
亲很心疼。“只要我不怕吃苦，一定能像正常人一样过上
好日子。”孙鹏涛不怕苦、不服输，坚持不向命运低头。

他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性格，感染着身边的人，
也吸引了一位山东姑娘，2000 年，俩人结婚了。婚后，
夫妻俩开了一家五金店。因为诚实守信、吃苦耐劳，他
们的生意越来越好，到 2011 年，他已经有了 10 余万元
的存款。孙鹏涛不仅实现了“养活自己”的誓言，还让
父母、妻子过上了好日子。

“蘑菇大王”

孙鹏涛不仅不怕苦，还有股子不服输的“钻劲儿”。
富了的孙鹏涛没有安于现状，他有更大的事业抱

负：让周围像自己一样的残疾人过上好日子。
孙鹏涛从小就对种植感兴趣，恰好妻子的娘家山

东冠县有种植蘑菇的传统。经过多次考察，他发现蘑
菇种植劳动强度较低，就想在蘑菇种植上找条致富路。

孙鹏涛开始四处“取经”。“他吃尽了苦头，有时不
吃不喝在路上跑一天。”跟着孙鹏涛外出“取经”的朋友
邱万海说。再有不会的，他就从网上查、从书上学，一
遍遍地在家做试验，很快便掌握了蘑菇种植技术。
2012 年，他试种了 2 个大棚蘑菇，一年下来获利 4 万多
元，尝到甜头的他决心在食用菌种植上大干一番。第
二年，他承包了 7亩地，开始大规模种植。

靠着那股“钻”劲儿，孙鹏涛成了远近闻名的“蘑菇
大王”。在种植过程中，他发现用传统方法培养菌种，
时间长，出袋率低。为此，他夜不能寐，不停地思考、实
践，终于发明出“枝条菌种”育种方法，不仅种苗生长
快、周期短，且出苗率高，是原来的 4 倍，一吨鲜蘑菇可
节约成本 1000 元。这种育种方法增加了营养成分，
种植出来的蘑菇品质、口感也优于原来的，在市场上很
受欢迎。

孙鹏涛种植的菌类品种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
大，短短几年，便成为全县有名的“蘑菇大王”。

批发 1 公斤鲜蘑菇最多赚 2 元钱，而将蘑菇加工
成蘑菇酱等深加工产品，利润是原来的 3 倍多。聪明
的孙鹏涛学会“借鸡生蛋”，和山东一家知名的食品生
产厂家签订了代加工协议，将蘑菇加工制作成蘑菇酱、
蘑菇干等，并注册了自己的商标，开始走深加工之路。

助残帮困

“是鹏涛给了俺生活的希望，他是俺们残疾人的主
心骨啊！”60多岁的残疾人孙明香说。

10 年前，孙明香因为一场车祸双腿落下残疾，从
此意志消沉，整天窝在家里。孙鹏涛得知后，主动邀请
他和自己搞蘑菇种植。孙鹏涛帮他建起大棚，免费提
供菌种，还手把手地传授他种植技术。仅仅半年时间，
孙明香的一个大棚便赚了 4000 多元。第二年，孙明
香主动找到孙鹏涛扩大种植规模，增加了 3 个大棚，当
年就获利 8万多元。

看到周围很多人尤其残疾人找不到致富门路，孙
鹏涛就想成立一个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进一步扩
大生产规模，让更多贫困户尤其是残疾人参与进来。

在县里和镇里的帮助下，他的“鹏涛食用菌种植专
业合作社”“残疾人扶贫基地”很快成立。孙鹏涛给自
己定了条规矩：残疾人到他这儿打工他全收，残疾人来
他这里创业，他就无偿为他们提供技术和菌种。在孙
鹏涛的带领下，附近 300 多户农民靠种植蘑菇走上了
致富路，其中残疾人占 30%。他的鹏涛食用菌种植专
业合作社很快成为全县菌类种植龙头企业，年产值达
2000 万元；他的残疾人扶贫基地帮助 100 多名残疾人
走上了致富路。

当记者问孙鹏涛的最大愿望是什么时，这位“双
拐”蘑菇大王坚定地说：“我要把蘑菇事业做大，为更多
残疾人撑起一片天，让他们尽快富起来，过上幸福生
活。”

身残不忘助残的好小伙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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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剑平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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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剑平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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