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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志，1958年生人，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现

为北京市土肥工作站站长、研究员，北京“12316农业服

务热线”首席专家。

10余年来，其主持或参与农业标准制定10项，在国家

级重点刊物发表论文70多篇、出版技术专著14部，并获各

类科技成果奖26项。赵永志带领团队累计推广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4112.74万亩次，技术覆盖率85%以上。他也被人亲

切地称为土壤“代言人”。

9月中旬的北京，“秋老虎”余威
犹在，室外温度仍有30摄氏度左右。而
在大兴区农业技术示范站的大棚内，这
个温度至少要再往上加10摄氏度。
见到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市土肥工

作站站长赵永志时，他正在大棚内专心
地为农户讲解种植要领。雪白的衬衫早
已湿透，汗水顺着脸颊落下，打湿了一
片土地。
“赵站，您看我家的土咋样，还需要

补点啥吗？”
“老赵，我怎么感觉我家西瓜没有别

家甜，为什么？”
……
对于农户们的问题，赵永志一一

作答。
赵永志和土壤肥料打了半辈子交

道，熟悉他的人都尊敬地称他为土壤
“代言人”。

与土壤“结缘”

在农村长大的赵永志，从小就对
农业有种特殊的感情，用他的话说是
又爱又恨。爱是因为离不开农业更离
不开土地。恨的是，从前，农业效益
低下，农民辛苦一年下来还经常吃不
饱穿不好。
如何让农民劳动强度降下来，把

经济效益升上去？赵永志暗下决心，
将来要为我国农业出一份力。
脚踏一片土地，胸怀一个梦想。

1979年，赵永志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
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开
始系统学习种植技术等农业知识。毕
业后，赵永志没有选择城市办公室里

舒适的工作，而是一头扎进了远郊区
延庆的一个农场，开始了“实现农业
梦想”的奋斗之旅。在那里，赵永志
不仅把自己所学的知识技术毫无保留
地教给农场的同事们，还积极探
索以前不了解的领域。

从象牙塔到农场，赵永志
度过了“新农民”的第一个5
年。生性要强的他在工作中对
自己的要求近乎完美，任何事
情都要干出个样子来：为了把农
场的渔业搞起来，他学会了修建
鱼池和养鱼技术；为了改善灌溉条
件，他自己设计水泥衬砌渠道；为
了把农场的畜牧业搞上去，提高产奶
量，他研究怎样提高饲料饲草营养配
比，从而使奶牛体健奶足……功夫不
负有心人，通过努力和钻研，赵永志
很快成为农场不可或缺的技术中坚力
量，成为全场生产技术领域的农业
专家。
农场的工作虽然辛苦，但赵永志

内心是快乐的。在不断的实践中他认
识到了土壤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同样是一亩地，地力、种植方式不一
样，产量有可能相差好几倍”。
为在更大的舞台施展抱负，1988

年，赵永志来到北京农林科学院工
作。在这里，他对农业科技发展、农
业生产需求以及北京农业的现状、生
产方式、经济效益，特别是对农业科
技政策与管理，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与认识。
当一个人始终怀揣着梦想的时

候，他的能量便是无穷大的。在30多
年的工作中，赵永志扎根于京郊广阔
的农田中，为北京的农业发展恪尽职
守，为实现自己的“农业梦想”不断
努力前行。

土壤就像植物的母体

1998年，赵永志来到了真正属于
他的那片沃土——北京市土肥工作
站，并任肥料室主任。
“在那个年代，土肥站的工作基本

是围绕如何让作物提高产量展开的。”
赵永志回忆说，“我国从上个世纪80年
代开始使用化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农作物产量，但是长期使用化
肥让土壤早已‘亚健康’。以京郊为
例，土壤盐渍化、板结、土传病害等
问题十分严重”。

赵永志到任后不久，便带领团队
重点研究北京的设施农业，包括土壤
培肥技术、土壤改良技术、平衡施肥
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等研究与应
用，不仅让土地更有“活力”，还让农
作物的经济效益大大提升。
“土壤就像植物的母体，质量好坏

直接关系到作物的营养与口感。”赵永
志说，比如草莓，生长前期，需要植
株健壮，根系发达，不仅要施有机
肥，还应适当补充氮磷肥；开花期，
需要补充中微量元素；到了后期，加
强草莓的糖分需要补充钾肥。因此，
什么时间施什么样的肥，施多少，相
当关键，如果摸不清作物生长过程中
各阶段的需求，很容易前功尽弃。
昌平区兴寿镇香屯村天成种植园

经理陈庆金从2005年起经营草莓采摘
园，可草莓口味总是偏酸，采摘的人
很少。经过赵永志和团队的“把脉诊
断”后发现，温室内土壤养分氮元素
多、钾元素偏少，这导致草莓变酸。
技术人员为陈庆金家的草莓量身定制
出一套施肥方案和施肥技术，并调节
出偏酸、偏甜、酸甜适中3种口味。
此后，陈庆金家的草莓便一炮打

响，很多周边地区的游客都慕名前来
采摘。那一年，陈庆金家草莓的效益
增加了三成多，每亩收入10多万元。
2007年，工作成果显著的赵永志

被任命为北京市土肥工作站站长。在
新的岗位上，赵永志看得更远。他认
为，土肥事业的主要社会责任就是为
农业和农民做好服务，为北京都市型
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推广易
于农民接受、促进农业增效、利于农
民增收的新型实用技术是土肥工作站
义不容辞的责任。

让土壤重焕生机

土壤是农业的基础，没有土壤，
可以说农业甚至人类活动就失去了
基石。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

快速推进，我国各地区土壤均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亚健康”状况，耕地质
量明显下降。
“目前，我国18亿亩耕地中，有大

概5000万亩因为土壤的各种问题而无
法耕种。为了国家的粮食安全，我们
必须要为土壤的健康着想。不仅要设
立耕地红线，更要有耕地质量红线。”

赵永志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质量比
数量更重要。因为数量减少的趋势不
可避免，只能通过提高质量来弥补。
在赵永志看来，土壤并不是老百

姓通常所说的土。它有着更为深刻的
含义：农业上管土壤叫团粒结构，团
粒结构越好，保水、保肥性就越好，
供肥供水性就越好。土壤是水、热、
气、生物组成的一个有生命力的生物
体，它知冷知热，需要有包裹，是一
个完整的生物系统。因此，爱护土壤
要像爱护人类自己一样，不能只索取
不回报。
“农业必须重新审视土壤健康的重

要性，合理施用无机肥，让处于亚健
康和有‘病’的土壤重焕生机。”赵永
志说：“要通过我们这代人的努力，给
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净土。”
赵永志是这样承诺的，也是这样

践行的。为了让最新的土肥技术能够
尽早在京郊农业中得到应用，赵永志
带领团队一手连接科研院所，一手连
接农民。他们根据北京都市型现代农
业的实际需要，确定了10余项兼具先
进性、实用性和效益性等特点的土肥
技术，并将这些技术传授给农民，让
农民少走了不少弯路。
为了加大推广力度，赵永志推动京

郊农村开展“创新团队”和“农民田间
学校”建设，加强农民技术员、农民
“土专家”培养。一批掌握技术、懂管
理、善经营的现代农业带头人在田间地
头成长起来。土肥站还与中国农业大
学、中国科学院等科研院所加强交流合
作，建立了测配一站式、科技入户式等
新型农化服务体系与模式。
赵永志和团队用心工作，结出了

丰硕的成果。2006 年至 2016 年，单
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就累计推广
4112.74 万亩次，技术覆盖率 85%以
上。测土配方施肥从观念和实践上改
变了农民施肥习惯，节肥30％，累计
减少化肥投入 11.62 万吨，折合减排
二氧化碳 42.97 万吨以上，为郊区发
展低碳农业奠定了坚实基础。运用新
技术的田地共增产农作物123.66亿公
斤，增收节支 37.25 亿元，应用技术
生产出“配方草莓”“配方大桃”等优
质高端农产品，不仅带动了农民增
收，也丰富了市民的果盘。
如今，赵永志又有了新目标，“我

希望为首都农业立足高端、探索结构
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新机制、新方法继
续贡献我的绵薄之力”。

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市土肥工作站站长赵永志:

我为土壤代言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隧 道 深 处
筑 路 人

随着近日青阳隧道的贯通，济青高铁已经进入铺轨

阶段。而在济青高铁青阳隧道项目部，中铁隧道集团开

挖工黄华仍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现在我们做的是隧

道贯通后的收尾工作，但最艰难的部分已经结束了。”

回忆起隧道贯通前奋战的690多个日日夜夜，黄华仍感

慨不已。

全长10.1公里的青阳隧道，位于济南市章丘区和滨州

市邹平县交界处，是济青高铁的控制性工程，也是山东

省内最长的隧道。项目中，黄华主要负责在隧道中利用

风钻打眼作业，他和30名工友分成3个班，每天8小时轮

流施工。

隧道施工期间，工人们每日都要面对隧道内的闷热

高温、坚硬的层层岩石和轰鸣的风钻机器。除此之外，

施工中的危险也无处不在。“这里岩石结构坚硬，地质结

构复杂，还有落石、坍塌、突泥涌水等安全风险，隧道

施工最怕碰到这种状况。”该工程项目党支部书记王科介

绍说。

从青阳隧道工程开工至今，黄华和他的隧道开挖班

组已经连续工作了690多个日日夜夜。“估计明年底这条

高铁就通车了，不过我们不会一直待在这儿。”黄华开玩

笑地说，“等过一段把隧道的活收尾了，我们就去别的

‘战场’了”。

这个“女神”不一般
——记东莞材料基因高等理工

研究院院长张书彦

本报记者 郑 杨

张书彦在介绍研究院情况。 王谦虚摄

图③③ 隧道开挖工郭龙龙（右）、郭明明兄弟上班前和亲

人告别。

图②② 隧道开

挖工人李登勤

（左）和工友在

项目部修理区

清理风钻。

图①① 中铁隧道集团开挖工黄华(左)和工友在施工面利用风钻打眼作业。

①①

②②

③③

35岁的张书彦，在广东东莞市人称“科研女神”。之
所以称她为“女神”，不仅因为她外表清雅秀丽，更因为在
大家心里她是个“女神级”的科学家——她曾是英国散裂
中子源工程实验室最年轻的首席科学家，是欧洲散裂中
子源科技委员会委员，她的研究关乎国家战略产业。更
何况，东莞可是用追求“女神”的热情从遥远的英国将她
“追”到手的。

张书彦出生在深圳，从小学习刻苦，成绩优异。
2008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博士毕业后进入英国最大的国
家实验室——卢瑟福实验室攻读博士后，并从事散裂中
子源应用拓展工作。
所谓的“散裂中子源”技术即利用比原子核更小的中

子来探测物质的微观世界。张书彦将这种技术比作材料
的基因探测与研究。利用散裂中子源技术，像检测生物
的DNA一样来测量材料的微观情况，从中检测材料的
“病症”，并开出对应的“药方”。

2012年，张书彦凭借在中子技术工业应用领域取
得众多代表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通过了严格选
拔，晋升为英国散裂中子源首席科学家。从博士后到
首席科学家，一般人平均需要花20年的时间，张书彦只
用了4年。因此，她也成为英国散裂中子源最年轻的首
席科学家、卢瑟福实验室百年来第一位女性华人首席
科学家。
在英国工作期间，张书彦不仅牵头研发了三项世界

领先的创新测量技术，还成功将工业应用率从15%提高
到了 70%，促成了很多工业用户与中子源项目的合
作。她也成为欧洲散裂中子源科技委员会委员、英国
和日本散裂中子源项目评委，还参与了2项国际标准的
制定。
2016年3月份，张书彦放弃在英国的优厚条件举家

回国，在东莞市政府的资助下，在松山湖国家高新区创办
了广东（东莞）材料基因高等理工研究院。
张书彦不讳言，是东莞市政府的“热情追求”打动了

她。不过，点燃她内心火焰的，是国家如朝阳般喷薄而出
的散裂中子源科研事业。
2011年10月份，国家重点建设的大科学装置——

中国散裂中子源在东莞市大朗镇正式开工建设。这是继
英国、美国与日本之后，世界第四大脉冲散裂中子源，也
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一台。
接下来的数年里，东莞多次向张书彦发出邀请。张

书彦被这种不懈的热情和诚意打动。经过认真调研和慎
重考虑后，她终于下定决心回国创办研究院。
“那一次，我给在英国上幼儿园的儿子请了20天假，

带他一起回来。没想到，那一次回来之后，儿子就再也没
有回英国的幼儿园，而是到东莞上了幼儿园。”张书彦
笑道。
对自己一手创办的东莞材料基因高等理工研究院，

张书彦有着很高的期许：希望比照卢瑟福实验室散裂中
子源机构，在松山湖畔创建一个更先进的实验室。
张书彦坦言，散裂中子源对于当地现有产业并不能

产生直接带动效应，更多的是服务于航空航天、核电站、
高铁等国家级大项目。
不过，张书彦认为，卢瑟福实验室建立起散裂中子源

后，吸引来了同步辐射光源、空间实验室、大功率激光等
科学装置，逐渐形成集群，并成为英国最大的国家实验室
基地。由此吸引的大批人才，间接带动了整个区域的
发展。
张书彦认为，研究院的目标瞄准相关行业领域新材

料研发、高端装备制造、关键核心零部件制造等方面，陆
续孵化出十余家高新技术企业，围绕中子工程应用形成
年产值超百亿元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从英国到东莞，生活节奏和环境变化很大，不过张书

彦却从未后悔。“在国内可以过另一种人生，那就是科技
报国。”张书彦说：“以前我只是希望为拓展散裂中子源的
应用做更多事情，回国之后，我发现我原来的技术与经验
可以为国家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实现更大的人生价
值。”
张书彦曾在朋友圈里晒出一张图片，上面是中科院

院士曹春晓写给她的几行字：“张书彦留念，并祝愿材料
基因研究院不断为祖国的航空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图片下方张书彦配文：“从今天起，我立志科技报国！”

本报记者 赵 晶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