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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13 日，我国杂交水稻研
究先驱和杂交水稻事业重要奠基人之
一、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工
程院院士朱英国的追悼会在湖北武昌举
行，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哀悼并敬
送花圈。

半个世纪以来，朱英国院士像一只
“水稻候鸟”一样不知疲倦地奔波在田间
地头，追逐水稻育种的春天。如今，这只

“候鸟”静静地停下了脚步，永远告别了
他所挚爱的杂交水稻事业。

“粮食安全要靠自己”

在朱英国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
照片：烈日下，绿油油的水稻田里，习近
平总书记查看水稻长势，并向朱英国了
解水稻新品种培育和推广情况。

彼时，在鄂州市杜山镇东港村的武
汉大学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鄂州实
验基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寄语：“感谢
你们作出的贡献，希望各位继续努力，科
技兴农，粮食安全要靠自己。”朱英国生
前谈及此事时，仍然很激动：“我要更好
地为农业安全、粮食安全服务。”

1939年11月份，朱英国出生在湖北
罗田。早在儿时，朱英国心中便埋下了
一颗梦想的种子：要当一名农业科学
家。“我是农民的儿子，深知农民的疾苦，
希望能够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尽一份
力，让乡亲们远离贫困和饥饿。”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科研条件
尚不健全，培育杂交水稻主要是在田野
里做试验，是脑力劳动，更是体力劳动。
要培育出稳定、成熟且能大面积推广种
植的水稻新品种，必须反复做育种试验，
而育种只能在春天操作。上世纪 70 年
代，为了追赶农作物生长所依赖的季节，
加快水稻育种科研进度，朱英国把目光
投向了海南岛。

朱英国认为，“水稻是一个喜温作
物，在一定的气温条件下才能生长，在湖
北一年只能种一季，可能 10 年才能出一
个品种，利用海南岛的特殊气候，可能三
五年就能出一个品种，大大节约了科研
时间”。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2 年，朱英国
和同事终于利用红芒野生稻与莲塘早杂
交，培育出中国新的细胞质类型“红莲
型”不育系。这项成果获得 1978 年全国
科学大会奖。

几十年来，“红莲”家族中多个优质

高产的杂交水稻品种“红莲优 6”“珞
优 8 号”“珞优 10 号”陆续诞生。如今，

“红莲型”杂交稻在全国及东南亚等地区
推广种植面积已累计超过1亿亩。

朱英国一直强调，水稻是中国的原
始创新，创新是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

题的根本出路，“对于‘红莲型’杂交
稻来说，种质资源的创新，是最根
本的创新”。

在研究水稻雄性不育与杂
交水稻的过程中，朱英国提出从
农家品种中发现新的不育种质

资源的设想。1984 年 3 月份，经
过大海捞针式的筛选，农家品种马尾

粘中一棵不育株被发现。经过 3 年反
复杂交试验，马尾粘细胞质雄性不育系
终 于 成 功 培 育 出 来 了 ，它 就 是“ 马 协
A”。“马协A”的问世，拓宽了当时杂交育
种的理论视野。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个
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族。在杂交稻领
域，朱英国团队的“红莲型”与袁隆平院
士的“野败型”、日本的“包台型”被国际
公认为三大细胞质雄性不育类型。而
且，只有“野败型”和“红莲型”水稻大面
积推广种植，被冠以“东方魔稻”美称。

追逐水稻良种春天

从大别山出发，在珞珈山求学，到五
指山育种。朱国英的一生就像“候鸟”一
样，追逐着水稻良种的春天。

1973 年，湖北省成立了水稻三系协
作组，朱英国被任命为组长。才 30 多岁
的朱英国，成为湖北省杂交水稻育种研
究的领军人物。由于杂交品种越来越
多，每年要南下南繁基地四五次，做着数
十年如一日的实验。秋风乍起，朱英国
奔赴广西南宁；寒冬来临，他又转战海南
岛；直到次年春天，他才揣着希望的种子
返回湖北。一年又一年，朱英国马不停
蹄地追逐田野的春天。朱英国曾笑称，

“我是只‘水稻候鸟’，一年过三个春天，
一年可以干两年、三年的事”。

追逐春天的脚步，听起来充满“诗意
与远方”，但团队成员却深知其苦：毒辣
的太阳烤着后背，汗水沾满了脸，朱英国
和助手们蹲在稻丛间，小心翼翼把住穗
头，剪颖、去雄、套袋、授粉、封口，每个细
节都是一丝不苟，直到又饿又乏才收工。

白天在田里劳作，收工后自己捡柴
做饭。禾苗的天敌是田鼠，为了保护禾
苗，他们把铺盖搬到田埂上，每天晚上拉
电网、撒鼠药、放夹子，彻夜与田鼠激战
⋯⋯一个春天，这样的日子有两个月；一
年中，这样的日子就有6个月。

身体所受的苦是其次，最苦的是对
种子的担心。1975 年 4 月中旬，海南岛
气候反常，稻子晚熟。为赶上湖北的育
种期，朱英国他们收下稻种，来不及晒
干，就匆忙启程。但是，仓促间忘了带

《病虫害检疫证》，湛江站禁止他们通行。
稻种已发热，如再耽搁半天，几年的

心血就将付之东流。又累又饿又急又气
之下，朱英国竟昏倒过去。此情此景，令
车站负责人大为感动，破例放行。

如今的武汉大学，早已有了温室实验
室，但朱英国仍始终过着“水稻候鸟”的生

活。今年4月中旬，78岁的朱英国院士还
像往年一样，在鄂州基地播种结束后，又
不辞劳苦地奔赴海南基地开展研究工
作。4月份的海南，气温已有30摄氏度，朱
英国戴着草帽、顶着烈日，站在实验田里。
当看到大面积水稻丰收在望的景象时，这
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开心地像个孩子。

“生活苦没事，精神不能垮”

博士生肖海军是朱英国生前带的最
后一批学生。他说，导师有两件事放不
下：水稻事业和科研团队。

认识朱英国的人，都说他平易近
人。他选择弟子没有条条框框，只要学
生有求学的诚意、能吃苦，他就一心一意
带在身边培养。

1975 年，在湖北省沔阳县杂交水稻
的培训中，朱英国发现当时不到 20 岁，
连初中都没毕业的杨代常非常执著地钻
研技术，很有一股子拼劲，是个难得的好
苗子。1985 年，武汉大学招收首届插班
生，在朱英国的帮助和鼓励下，杨代常考
入武大，此后他又成为朱英国的第一个
硕士生、第一个博士生。毕业后杨代常
在美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学习工作，
成为美国加州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首席
科学家和实验室主任。

2005 年，朱英国的一个电话让杨代
常决定放弃美国安逸的生活，回到母校
武汉大学。“我深知，我要回去，要用我学
到的知识去回报我的祖国，回报我的老
师，尤其是要回报朱老师这么多年对我
的培养。”杨代常说。

杨代常回国后承担了国家 973、863
和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等 多 个 重 大 项
目。他办公室的大演示板上经常会留
下诸多实验数据，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
实验室度过，然后回到办公室，继续与
研究团队做技术研讨。这样的习惯正
是朱英国在他成长之路上留下的深刻
烙印之一。

“我们培养出的学生，都不怕吃苦，

都懂得生产实践知识、了解农业发展情
况。”朱英国很是为学生们骄傲。肖海军
笑言，其实有些学生一开始也不太习惯，
比如郊外的实验基地蚊虫较多，女生们
住不惯，但是渐渐也就练出来了。

“研究生第一堂课就是在田里上
的。”胡骏 2001 年成为朱英国的硕士研
究生，他说研究生入学的第一堂课，朱老
师就要求所有学生必须来到育种稻田现
场，到田里看看水稻样子，分析长势。

胡骏说，朱老师特别注重深入实地
观察指导。在育种基地，不管天气多
热，不管泥水多深，朱老师都坚持下田，
亲自指导对水稻的观察。

农业科研常常与“苦、累、脏”联系在
一起，朱英国常鼓励学生们：“敬业精神
很重要，生活苦点没事，精神不能垮。”在
他的言传身教下，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
将梦想刻在心头，将足迹印在田间。

朱英国既鼓励助手和学生们以田地
为课本，在田地里历练；更鼓励他们以课
本为田地，在攻读中成才，不断充实、完
善、超越自我。

朱英国还常去农村，给农民作栽培
技术培训。他认为，目前对于“80 后”

“90后”新农民来说，农村仍然是“广阔天
地，大有可为”，前提是不能满足于祖辈
传下来的有限经验和常识，必须学习最
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

“‘三农问题’要得到根本改善，应该
从农业院校做起，从我们这些为农民服
务的科学工作者做起。”他积极为农业发
展献计献策，并在湖北、安徽等地建立了
15 个院士工作站，为当地农业科技创新
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级有突出贡
献的专家、国家“973”计划先进个人、全
国师德先进个人、湖北省劳动模范、袁隆
平农业科技奖、改革开放 30 年影响湖北
30 人⋯⋯在先生的履历表上，闪光的荣
誉何其多。这些闪耀的光环之外，人们
在一日三餐、一粥一饭之间，已默默地记
住了他。

先生虽逝，风骨永存。

“ 我 是 只 水 稻 候 鸟 ”
——追记杂交水稻研究先驱、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吴江龙

人物小传
朱英国，1939 年 11 月份出生于湖北罗田，武汉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曾获国家科技进步
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上世纪 70 年代初，朱英国开始研究杂交水稻。合作
育成水稻红莲型、马协型杂交稻，并大面积推广。至今，
两型杂交稻已累计推广近1亿亩，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与经济效益。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钱海军：

“ 不 只 做 灯 泡 ，更 要 做 灯 塔 ”

近日，“英雄父母首都行”活动在北京举行，参加活动
的是优秀守岛官兵。这些常年驻守在祖国最南端的战士
有一个响亮而贴切的名字——“天涯哨兵”。

陈亮亮就是众多“天涯哨兵”中的一员。入伍 14 年
来，由于常年在高温高湿高盐环境中工作生活，陈亮亮的
皮肤黝黑发亮。他说，黝黑的皮肤是所有守岛官兵的“标
配”，战士们以黑为美，以黑为荣。他们特有的“西沙黑”
肤色，镌刻着对祖国的忠诚和坚贞。

“天涯哨兵”游北京
本报记者 赵 晶 通讯员 韩 鹏摄影报道

古有梁山好汉，今有厚道鲁商。在《水浒传》故事的发
生地山东梁山县，全国商业劳动模范、水泊商场党总支书
记、总经理赵庆珠“以德兴商”的事迹，在当地传为佳话。

在“精明”的人眼里，赵庆珠有点“愚”。如今，水泊商
场虽然年实现利润 4000 多万元，但赵庆珠仍坚持把分
店开到村镇。问题是去年18 个乡镇直营店中，有6 家都
是亏损的，其余的几家，也只是维持着“不赔不赚”的状
态。同时，246 个村级加盟店不向商场交一分钱。“当年
供销社职工推着小车、挑着担子将商品送到千家万户门
口，目的就是让农民兄弟方便地买到货真价廉的商品。
现在商场做大了，更不能偏离服务农民的轨道。这基层
便民店，赔钱也得开！”赵庆珠说。

在出手阔绰的人眼里，赵庆珠“抠”得离谱。有一年，
赵庆珠到郑州参观学习，中午饭就在街头买了份 3.5 元
的盒饭吃。有一次在北京，赵庆珠为了找一家便宜的宾
馆，愣是在大街小巷中找到深夜一点。

在爱财如命的人眼里，坚守清贫的赵庆珠有点
“怪”。整天与钱打交道的赵庆珠有句挂在嘴边上的话：
“人死了不能把钱带入坟墓，但钱却能把人带入坟墓。”他
要求自己“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有一年，水泊商场
出于拓展业务需要，要租一处与商场相邻的门市房。房
主急于用钱，就单独来到赵庆珠的办公室说:只要预付5
年的租金，我马上就给你个人账号上打 100 万元。赵庆
珠一口回绝了。

30 多年来，这个有点“愚”“抠”“怪”的赵庆珠，把水
泊商场由不足百人、固定资产 29.7 万元、仅有几十间平
房的普通基层供销社，发展成为目前营业面积 8.8 万平
方米、总资产 3 亿多元的综合性商业集团。水泊商场成
为全国供销系统百强企业和山东省零售企业50强，经营
规模位居山东省基层供销社之首。为了践行“以德兴商”
的营销准则，他更是不惜代价。2015 年11 月份，赵庆珠
投资30多万元在商场建立了食品安全检测实验室，为保
证顾客吃上安全放心的食品，所有食品必须检测合格后
才能上柜台；在水泊商场，每年有近 4 万多人次退换商
品，总金额达500多万元，为的就是让“不满意就退货”的
承诺掷地有声。

“愚抠怪”的赵庆珠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陈亮亮(中)向首都青年代表展示“西沙黑”。

陈亮亮(右一)和家人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参观。

执勤站岗中的“天涯哨兵”。

朱英国院士（右）在田间指导学生。 （资料图片）

钱海军，国家电网浙江慈溪供电公司
客服中心工作人员。“万能电工”“电力
110”，这是居民们对他的亲切称呼。为
啥？18 年来，他利用一技之长，在繁忙的
工作之余为社区居民免费提供电力维修
服务。累计服务用户 1 万多人次，志愿服
务时间逾 12500 小时，结对帮助 100 多位
孤寡老人，平均每周上门服务20多次。

作为客服中心一名社区经理，钱海军
要负责多达22个社区近6万户居民的用电
服务工作。虽然从业多年，但钱海军做到
了服务零投诉，社区居民对他的服务满意
率为100%。

1999年5月份，钱海军加入了社区义
工组织，开始了义工生涯，一做就是 18
年。“用电有困难，请找钱海军。”大家都说
家中碰到电力故障，只要打电话找钱师傅，
保管“马上到、马上修、马上好”。

在从事义工的 6600 多个日子里，钱
海军早已将服务变为了习惯，把帮助别人
当作乐趣，最忙的时候他曾一天接到过21
个求助电话。为这，钱海军牺牲了很多节
假日，连续五六年，除夕夜他都坚守在工
作一线。

当发现管辖社区里有很多孤寡老人
后，钱海军决定要花更多的时间服务 60
岁以上的老年群体。他做了数百张名片，
利用社区排查和服务的机会把名片送到
老人手中。

2008 年，钱海军在给一户老人修电

磁炉时，看到年过七旬的老两口还在照顾
着 40 多岁患有智力障碍的儿子。此后，
钱海军成了这户老人家中的“常客”。他
不仅定期帮老人检查家里的电器、线路，
还主动陪老人聊天解闷，生病了送老人去
医院，逢年过节还专程去看望老人。老人
很是感动，多次想在物质上感谢钱海军。
钱海军却说：“我就是您的儿子，这些都是
我的分内事。”

有人帮钱海军算过一笔账，这些年，
他花在老人身上的钱都够在当地买一套
房子了。与对待老人的慷慨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钱海军对自己却很吝啬。在社区
居民眼里，钱海军一年到头都穿着那件因
为抢修被勾出许多破洞的工作服。

要让钱海军不只发出一个灯泡的光
亮，还能发挥一座灯塔的能量。如今，钱

海军所在单位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志
愿者团队，组织志愿者开展“千户万灯”扶
贫帮困志愿服务行动等 6 个公益项目。
截至 2016 年年底，“千户万灯”公益项目
帮助 603 户困难家庭改造了室内照明
线路。

今年春天，钱海军等志愿者陪同傅万
久等 7 名老人坐动车去了北京，帮老人们
圆了游京梦。同时，钱海军还带动妻子和
女儿加入助人为乐的队伍，一家人先后资
助了22名贫困学子。

“生命不息，服务不止”是钱海军坚守
的信念。他说，他想一直这样做下去，哪
怕若干年后，自己老了、走路颤颤巍巍不
能爬上爬下了，但只要能给人递个插线
板、想个点子，那也是一种幸福。

文/潘玉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