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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朱有勇，1955 年出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植物病理

学家。他从栽培角度开创了利用生物多样性时空优化配置
控制病害的新途径，拓展了植物病理学研究领域，为解决

现代农业生产中农作物病害流行及农药过量使用等问题作
出了重要贡献。几十年来，朱有勇坚持信念、学农爱农、
潜心研究、开拓创新，把论文写在了广袤的云岭大地上，
他也被农民兄弟亲切地称为“农民教授”。

本版编辑 胡文鹏 张 頔

联系邮箱 jjrbrw@163.com

澜沧江畔的云南省澜沧县蒿枝坝村
有个远近闻名的“朱公馆”，这座不起眼
的黄色小楼，云南省省长、中国工程院
院长到访过，几十位院士曾是座上宾，
也经常挤满了十里八乡的农民，甚至让
远在千里之外北京的土豆经销商都慕名
而来。

“朱公馆”的主人是中国工程院院
士、植物病理学家朱有勇，这个看上去
其貌不扬、黑黑瘦瘦的六旬老人，曾摘
下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稻米年科学研究
一等奖，其研究成果在国内 10 多个省
份和东南亚国家 3 亿亩土地上推广运
用；他曾仅用半年多时间，就让蒿枝坝
村民的收入翻了好几番；在他的努力
下，世界性难题——大宗中药材品种三
七“连作障碍”迎刃而解。

熟悉朱有勇的乡亲们称他为——“农
民教授”。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
科研成果在田间地头开花结果，比拿多大
的奖项、给多少钱都更让我高兴。”

“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

今 年 62 岁 的 朱 有 勇 与 农 业 缘 分
不浅。

1955年出生在云南红河一个普通农
户家庭的朱有勇，高中毕业后，下乡当
了知青。1977年高考恢复，朱有勇梦想
着考上大学就可以不再面朝黄土背朝
天。不料，云南农业大学的一纸录取通
知书，让朱有勇的人生轨迹还是与农业
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不管学什么，有书读总是好的。”
耿直爽快的朱有勇这样告诉自己。

事实上，朱有勇曾有一次过上安逸
生活的机会，只是他果断放弃了。那是
1996年，彼时的朱有勇已在悉尼大学顺
利完成分子植物病理学研究，鉴于其突
出的研究能力，悉尼大学对朱有勇殷切

挽留。澳大利亚人为了留住朱有勇
可谓诚意十足：一套别墅、一份
30 倍于国内的月薪。但朱有勇
最终选择了与妻女一起回国。
个中理由，朱有勇这样解释，

“宾馆再好不是家，国外条件
再优越，我做得再多、再好，
也是在别人的土地上为别人做

事”。
追溯人类农业历史，依赖化学

农药控制病虫害不足百年。那么，在农
药应用之前，人们又是利用什么来控制
病虫害的呢？当时，各国科学家开出的

“药方”大体一致，即培育出更多抗病
虫害的新品种。针对这一世界性难题，
回国后的朱有勇另辟蹊径，首次提出利
用农业生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

“物种之间都是相克相生的。”朱有
勇认为，就像意气相投的人相处起来更
加愉快那样，植物也是有“脾气”的。
例如，他研究发现如果玉米和甘蔗种植
在一起，那就可以不用防虫，因为二者
的作物基因相克相生，只要时间差掌握
好，那就可以坐等丰收。

道理听起来简单，朱有勇发现并将
其验证却着实费了一番功夫。有一次出
差途经云南石屏县，路边田野里的奇异
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有些稻田出现了

“稻瘟”，但另一些间栽了高矮不同两种
水稻的田里，“稻瘟”却并不严重。受
此启发，朱有勇把实验田分小区实验，
按照不同的间栽方式、间栽组合种植，
寻找科学理论依据。

“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从
田间小区试验到万亩放大试验，经过10
年近千次的试验，朱有勇最终确证了作
物多样性时空优化配置是有效控制病害
的新途径，该技术能将稻瘟病的发病率
平均控制在 5%以下，减少农药施用量
60%以上，亩增产优质稻 42 公斤至 74
公斤。2000 年，这项重大科研成果以
封面文章刊登在了国际权威期刊 《自
然》上，并引起全球关注。

如今，这一发现已在国内外 3 亿多
亩土地上推广运用，朱有勇也将其研究
对象从水稻扩展至玉米、葡萄等。他
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农民和农

村有着天然情结，他们需要什么我就应
该去研究什么。”

走出“象牙塔”，成果惠大众

朱有勇出名了，很多单位、公司慕
名而来高薪聘请，甚至开出上千万元的
价格买断相关成果，朱有勇一一回绝
了。在他眼里，知识分子应该走出“象
牙塔”，让更多科研成果惠及大众。

愿望很美好，实践起来却非一帆风
顺。两年前，听说朱有勇要在蒿枝坝种全
国最早上市的冬季马铃薯，蒿枝坝村村民
李扎袜摇摇头：“冬季种洋芋？不可能！”

不只李扎袜不信，整个蒿枝坝没一个
人看好。“以前村里从未种过，卖给谁？”朱
有勇听后笑了笑说：“雨少天暖，这里种植
冬早马铃薯再适合不过。”可磨破嘴皮也
无人响应，朱有勇决定带着新研发的马铃
薯品种亲自上阵“示范”。

播种、浇水、照看，转眼几个月过
去，眼见挖出来的冬季马铃薯密密麻麻
地躺在土里，蒿枝坝的村民有点心动
了。以前，当地村民种出的马铃薯最大
也就鸡蛋大小，如今朱有勇种的马铃薯
最大的足足有两公斤。第二年冬天一
到，包括李扎袜在内的 10 多名村干部
带头，每人出资 1 万元入股，依托蒿枝
坝拉祜雅专业合作社，从村民手中租来
了100亩土地，开始小面积示范种植。

2016 年 11 月份播种，2017 年 4 月
份收获，初步测产，最高亩产 4.7 吨，
平均亩产 3.3 吨，100 克左右的商品薯
率 97%，按每公斤 3 元的订单价格计
算，每亩增收 9000 多元。李扎袜悬了
小半年的心总算踏实了。

“我到哪里试验成功了，收购商就
跟到那里下订单。”朱有勇研究冬季马
铃薯已有十几年，听闻朱有勇的土豆
在澜沧推广种植，远在北京的土豆收
购商一路追随。如今每年 2 月份到 5 月
份，北京人吃的醋熘土豆丝中，5 盘里
有 4 盘都产自蒿枝坝。

尝到了科技扶贫的甜头，澜沧县计
划今年继续扩大冬季马铃薯的种植面
积，让更多村民受益。

“不光要脱贫，还要奔小康”

冬季马铃薯不是朱有勇科技扶贫的

唯一秘密武器。澜沧县竹塘乡李召梁子
思茅松林，松针轻轻飘落，覆盖在林下
三七苗床上，成为天然的保湿层，嫩绿
的三七小苗眼下已长到10多厘米高。

瞧着这片长势喜人的三七苗，朱有
勇喜上眉梢，“三七最适合的生长环境
是北纬 22 度至 23 度、海拔 1500 米至
1800 米的地区，种植三七，澜沧县拥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朱有勇的底气源
自过硬的技术。连作障碍是世界性难
题，通俗点说，在一块地上连续种植同
一种作物，作物就会烂根、枯苗，减产
甚至绝产，三七的连作障碍尤为严重。
过去，为解决这一问题，农民唯一的办
法就是不停为三七“搬家”，可如此一
来，三七的道地性就没了保障。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朱
有勇带领团队根据三七的生长发育自
然规律，模仿三七生长的环境创立仿
生技术，最终克服了连作障碍。

朱有勇算过一笔账：在澜沧，适
宜林下三七生态有机种植的林地约 25
万亩，以每亩产量 50 公斤至 80 公斤

（干重） 计算，村民每亩林下三七的收
入可达 5 万元至 15 万元。“如果一个
贫困户能种一亩，那就不光能脱贫，
而且能直接奔小康了。”朱有勇难掩激
动之情。

从农民子弟到工程院院士，从工程
院院士到“农民教授”，朱有勇将论文写
在了广袤的云岭大地上。4年前，当年轻
的女博士魏薇跟着她的导师朱有勇，历
经五六个小时奔波，放下行李直奔田间
地头时，她有些想不通：“怎么刚开始博
士生涯，就先平整起了土地？”

共事32年，云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党委书记陈斌却习以为常。每次下乡，
朱有勇总是第一个冲下车，有时直接跪
在田里双手刨土，查看土壤土质、肥力
及农作物根系发育情况，他们有些于心
不忍，提醒朱有勇膝下垫点东西，他总
是笑着摆摆手，“不碍事”。

今年秋天，“朱公馆”将迎来 240
位农民学生，他们是“中国工程院院
士指导班”的首期学员，他们将分别
参加马铃薯种植、林下三七种植、畜
禽养殖、中草药材种植 4 个培训班。想
到又能为农民脱贫致富再干点事，朱
有勇掩饰不住地激动，“能帮农民兄弟
解决农业上的问题，还能跟他们一起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我觉得，这就
叫幸福”。

科研成果在田间地头开花结果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植物病理学家朱有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 慧

提起刺绣，人们脑海中可能浮现出这
样的画面:纤柔女子手执绣花针，牵引着
五彩丝线，在绣面轻快飞舞。但在江西南
昌市西湖区的赣女绣庄内，十几名绣娘却
正向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先生拜师学艺。
这位老先生叫顾玉纯，是江西省省级“非
遗”宣纸刺绣的传承人。

顾玉纯的祖辈长期从事刺绣艺术，他
自幼耳濡目染，对传统刺绣情有独钟。
1983年起，顾玉纯便利用业余时间向父辈
学习“纸绣”技艺。作为“顾家纸绣”传承
人，他开始思考:这门精致的家族艺术能
否与社会共享？

在研习和继承中，顾玉纯发现：“纸
绣”的原始状态太过粗糙古朴，传至当代，
已不完全符合人们的审美习惯。如何让

“纸绣”重焕生机？顾玉纯开始研究、揣摩
各种刺绣风格，研习中国各类书画艺术。
在传统艺术中沉浸了近 20 年的顾玉纯，
渐渐萌发了用刺绣来表现传统书画艺术
的想法。

“书画艺术能在宣纸上保留相当长的
时间，那么，在宣纸上刺绣，效果如何呢？”
很快，顾玉纯把想法付诸行动。2003 年
初，他自筹资金在南昌市古朴的绳金塔下
办起了赣女绣庄，全身心地投入到水墨画
宣纸刺绣艺术的研发中。

然而，这一做法却遭到圈内朋友的反
对。“他们认为，在纸上刺绣属于另类，不
可能有人会接受。此外，刺绣在纸上难度
非常大，针在纸上一戳，纸就马上会裂
开。”面对质疑，顾玉纯选择了坚持。

怎样才能找到适合刺绣的宣纸，是摆

在顾玉纯面前的第一道难题。他多次前
往安徽省宣城市逐一走访宣纸厂商，与制
造宣纸的老师傅交流、学习，同造纸工人
一道蒸煮、漂白、打浆、加胶、贴烘，大胆探
索和实验，不断调整宣纸成分的配比。功
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达数年近百次试
验，顾玉纯终于制作出了具有足够韧度和
厚度的宣纸。

有了合适的宣纸，仅仅是前进了一小
步。传统中国水墨画是用“墨”作画的，墨
是流动的，水墨刺绣则是以“丝线”作画
的，丝线是固态的。要以固态体现流动，
反映出墨的浓淡干湿变化，营造出水墨画
空灵含蓄的艺术境界，这对丝线的色彩和
亮度提出了苛刻的要求。

顾玉纯认为，传统刺绣线料大多采用
绚丽多彩的光线，并不适用于水墨画类。
于是，他根据水墨画“墨分五色”的技法，
投入人力物力，潜心钻研色线染制工艺。
经过艰难攻关，他终于成功研发出宣纸刺
绣艺术独有的亚光绣花线。

2006 年 6 月份，顾玉纯尝试着用针
尖在宣纸上绘制第一幅“水墨丹青”。
经过整整 3 个月的精心绘制，一幅长 1
米、宽 0.5 米的《双鹰图》跃然纸上，标志
着顾氏宣纸刺绣艺术的诞生。“这是一
个 独 创 ，把 中 国 传 统 水 墨 画 的 浓 淡 之
分、层次感都绣出来了，它的发展前景
非同一般。”中国近现代书画收藏家吴
印水对顾氏宣纸刺绣艺术作品给予了高

度评价。
近年来，在顾玉纯相继完成了《八大

山人系列》、《郑板桥系列》、长卷《落霞孤
鹜图》、《兰亭图》等中国书画宣纸刺绣精
品，逼真再现了原作酣畅淋漓的水墨效
果，其深藏不露的细腻针法，特别是《兰亭
图》，获得了 2008 年“山花奖”银奖；2015
年，《青花荷花》被中国刺绣艺术馆收藏；
2016 年，《猴》获得百花奖金奖⋯⋯如今，
顾玉纯的宣纸刺绣先后被中国女排等团
队组织永久收藏，宣纸刺绣出口订单更是
源源不断。

在宣纸刺绣艺术迈向产业化、规模化
的同时，顾玉纯将更多的心血放在了技艺
传承上。“非遗”是一种文化，文化的传承
依赖于一个个具体的人。然而，顾玉纯的
儿子顾志鹏起初对刺绣行业并不以为
然。顾玉纯不急不躁，以顾氏家族出现的
名人、事迹言传身教、谆谆诱导。前人的
榜样使顾志鹏内心触动很大，并最终辞去
工作，转而投入继承“宣纸刺绣”技艺中。
随着时间的磨炼，顾志鹏发挥年轻人敢想
敢干的风格，连续研发了丝织品刺绣工
艺、丝绸宣纸刺绣工艺、陶瓷刺绣工艺，并
申报了国家发明专利。

一张纸、一幅画、一根针、一根线，在
赣女绣庄，一群绣娘聚精会神地飞针走
线。14 年来，顾玉纯打破长期以来家族
技艺不外泄的禁锢，培养了一批批“宣纸
刺绣”艺人。“我的愿望不仅仅是将‘宣纸
刺绣’做成江西的一张名片，还希望它能
走出国门，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
顾玉纯说。

宣纸刺绣传承人顾玉纯：

赣女绣庄里的男“掌门”
本报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陈文萍

“过去，曾经靠红薯填饱肚子；现在，红薯又让俺走上
致富路。”提起不起眼的红薯，河南渑池县天池镇桐树沟
村村民仇少林感慨不已：“2016 年，我种了 200 多亩红
薯，每亩能挣2000多元，毛收入在40万元以上。”

仇少林生活的桐树沟村地处浅山丘陵区，过去主要
种植小麦、玉米，基本靠天吃饭，一亩地一年下来最多挣
五六百元。“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流成河把肚填”是当地村
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2009 年，仇少林看到一家农业公司在本县流转了
100多亩土地，靠种红薯发了财，于是他也动了种红薯的
心思。但当仇少林兴冲冲地回家告诉妻子时，却换来了一
盆冷水，“人家是大公司，你一个农民，没技术没经验，到时
净花冤枉钱。”“种红薯既然能挣钱，别人能种，咱为啥不
能种？”仇少林的犟劲上来了，决定试试看。

由于不懂技术，一年下来，仇少林试种的20亩红薯才
挣了不到8000元。“种地还得靠知识啊。”吃了亏的仇少林
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于是，他开始四处找农技专家请教种
植红薯的技术，并在实际种植过程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
到了第二年，仇少林的20亩红薯喜获丰收，亩产8000斤。

“红薯要想产量高，必须品种好，要想口感好，土壤调
节很重要，土肥、农家肥、草木灰比例要搭配好，搭配不好
肯定不中。”如今的仇少林俨然成了半个专家。

尝到甜头后，仇少林趁热打铁在桐树沟村成立了杂粮
专业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红薯种
植，目前合作社成员近百户，种植红薯500多亩。

红薯种植的规模越来越大，可销售如何才能又好又
快呢？看到热衷网购的妻子，仇少林有了主意，“既然能
通过电商从外面买东西，为啥不能把村里的东西卖到外
面呢？”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仇少林联系到了多家电商
平台，并达成合作协议。平时0.8元一斤的红薯，通过电
商平台，一箱 2.5 公斤的红薯能卖到 19 元。“去年合作社
产出的180万斤商品薯，通过电商就卖了80万斤。”仇少
林笑得合不拢嘴。

如今，仇少林又瞄上了粉条加工。“按每 6.5 斤红薯
出一斤粉条的比例计算，这一季麦茬红薯有望获利几十
万元。”仇少林在高兴之余还有了“小目标”，“今年俺要注
册商标，创品牌哩。”

河南渑池县农民仇少林：

一颗红薯闯出一条路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高艳敏

马双计(中间白衣者)在社区健身场与居民拉家常。

马双计（中间白衣者）和社区文艺队一起排练节目。

马双计（右二）指导居民绘制社区文化长廊。

“工作要跑着干。”是河北省定州市北城区瘟庙街社区
党支部书记马双计最常说的话。身为社区书记，这些年，
小到社区超市上架食品的生产日期，大到社区服务中心的
建设进度，马双计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书记手里有本账，
群众心中有杆秤。”前不久，河北省“千名好支书”评选结果
公布，马双计榜上有名。 白永民 李 昕摄影报道

“工作要跑着干”

顾玉纯在宣纸上刺绣。 陈文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