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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 关 创 新 育 莲 藕
——记武汉市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水生蔬菜花卉研究室主任柯卫东

本报记者 郭静原

﹃
企业家入乡

﹄
舞台大

管培利

储为统正在为叉车质检。 曹维燕摄（中经视觉）

柯卫东（右）在田边普及育藕知识。 （资料图片）

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叉车质检员储为统——

用 心 完 成 每 一 次 检 验
本报记者 郁进东

皮 肤 黝

黑 、头 发 灰 白 ，雨

鞋上满是泥巴，60 岁

的柯卫东看起来像个农

民，实际上，他是我国水生蔬菜

学科带头人、莲藕育种科学家，武汉市农业

科学院蔬菜研究所水生蔬菜花卉研究室

主任。

多年来，柯卫东坚持“把论文写在大地

上，让成果走进百姓家”。日前，他被评为

2022 年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这份沉甸甸

的荣誉，对我来说既是肯定，也是激励。我

只不过在国家农业特色小作物方面做出一

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离满足农民和消费者

的需求还差得远，我还要继续为我国水生

蔬 菜 科 研 和 产 业 发 展 贡 献 力 量 。”柯 卫

东说。

收集种质资源

1984 年，柯卫东从华中农学院农作物

病虫害防治专业毕业，“误打误撞”被分配

到武汉市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开展水

生蔬菜种质的收集保护工作。“基础知识都

是相通的，只要用心去做，我相信都可以做

好。”柯卫东说。

莲藕、茭白、水芹等水生蔬菜是我国传

统 的 特 色 蔬 菜 ，但 长 期 处 于 自 生 自 灭 状

态。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变和人类生产活动

的干预，许多品种已濒临灭绝。

上世纪 80 年代，柯卫东始涉莲藕等水

生蔬菜种质资源收集、保存、鉴定评价和利

用工作。为了研发出更具生产效益的水生

蔬菜新品种，柯卫东忙着去全国各地收集

种质资源。“农业科技就是这样，得扎根在

田间地头，光在实验室搞不出成果。”柯卫

东告诉记者，水生蔬菜多半生长在湖区和

深山里，那时的交通不太便利，跋山涉水都

是家常便饭。

在柯卫东的记忆里，有为了收集资源

徒步走上一整天的时光，也有拎着两大箱

水生蔬菜样本挤绿皮火车的经历。2012

年，柯卫东带队到湖南省宜章县莽山收集

野生莼菜资源，因为不熟悉莼菜所在的具

体位置，就按经验沿水域徒步 6 小时，结果

一无所获，还差点被困在山里。第二天一

大早，他连早饭也顾不上吃就出发，跟着护

林员向导，直到晚上才找到资源。

柯卫东深有体会地说：“农作物种质资

源是国家的基础性和战略性资源，也是开

展育种工作的物质基础。可以说，没有好

的种质资源，就不可能育成好的品种。”

经过多年努力，柯卫东和团队收集保

存了 3000 余份水生蔬菜种质资源，建成水

生蔬菜种质基因库，挽救了一大批濒临灭

绝的水生蔬菜种质资源，为我国水生

蔬菜科研和生产提供了重要物质

基础。

辛苦收集来的种

质资源，如何发挥最

大价值？“种质资源

收集回来后，要进行植物学和生物学特性

鉴定。哪一份资源抗病，哪一份资源更好

吃、品质更优，我们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只

有充分了解每一份资源的特征特性，才能

进行有效利用。”柯卫东说。

选育莲藕品种

目前市场上，莲藕一年四季不断供。

可以说，“莲藕自由”的实现与柯卫东的科

研贡献分不开，那就是不断地降低成本、提

高产量。

“莲藕种植户的挖藕成本很高。请人

挖藕，每天至少需要 300 元至 500 元，所以

我们选育的莲藕品种入泥深度要尽量浅，

以降低挖藕的成本。”柯卫东说。

为了减轻莲藕种苗重量，他和团队经

过 10 余年科技攻关，发明了试管藕诱导方

法及微型种藕繁殖技术，使莲藕每亩用种

重量由 250 公斤降低到 25 公斤，有效解决

莲藕繁殖系数低、易带病、难以长途运输等

技术性难题，为农民每亩节约近千元种苗

成 本 ，这 一 成 果 还 取 得 了 两 项 国 家 发 明

专利。

但柯卫东还是“不知足”。为了进一步

降低成本，2014 年，他又提出“莲藕种子做

种”的构想并开始付诸行动，这是解决莲藕

种苗技术难题的“2.0 版本”。“通过莲藕多

代自交纯化，培育优质高产新品种，用该品

种自交种子做种，一亩地只需要莲子 200

粒，重量约 200 克，产量也与用常规莲藕做

种基本一致。”柯卫东说，2021 年，团队已收

获自交莲子 4000 多粒，目前已开展大面积

播种栽培试验。

40 多年来，柯卫东带领科研团队选育

30 多种水生蔬菜新品种，其

中 ，鄂 莲 系 列 莲 藕 新 品 种 17

个，新品种在全国种植覆盖率达

85％ 以 上 ，近 10 年 累 计 推 广 超 过

4000 万亩。

说起自己选育出来的莲藕品种，柯卫

东如数家珍：鄂莲 5 号、鄂莲 6 号是目前我

国适应性最广、应用时间最长、种植面积最

大的莲藕品种；鄂莲 10 号是目前我国最早

熟的莲藕品种；鄂莲 9 号是目前我国产量最

高的莲藕品种，比一般主栽品种增产 15%

左右；鄂子莲 1 号是目前我国颗粒最大、产

量最高的子莲品种；白玉簪 1 号是我国第一

个专门抽藕带的莲藕品种，也是产量最高

的抽藕带品种⋯⋯

“鄂莲系列莲藕新品种通过配套栽培

技术，可使我国消费者一年四季都能吃到

新鲜莲藕。”柯卫东自豪地说。

奔忙一线助农增收

“南方人喜欢吃粉藕，北方人喜欢吃脆

藕。针对不同地域口味，要选育不同类型

的品种。”柯卫东说。

要想培育出好吃的蔬菜，还得多听听

农民的声音。每年春秋两季，柯卫东都会

定期组织举办展示会，把全国各地的藕农

请上门，品鉴选育的新品种，与种植大户

和商家一起交流经验。“产量要高、吃泥

深度要浅、藕节要长。会上的意见都会成

为我们选种育种时的考量，这样才能知道

市场需求，了解种植中遇到的问题。”柯

卫东说。

如今，柯卫东仍奔忙在莲藕育种科研

一线，向农民推广莲藕等水生蔬菜新品种，

传 授 新 技 术 。

每年 3 月至 5 月是莲藕起种季，柯

卫东要带领团队开展紧张的资源鉴定评价

和选种工作；6 月至 9 月，他和团队顶着高

温酷暑开展杂交育种和田间试验；其他时

间则深入产区调研品种应用情况。一个新

品种的诞生至少要花 6 年到 8 年时间。

40 年如一日，柯卫东与莲藕“泡”在一

起，也与许多农户成了好朋友，熊任权便是

其中一位。

“熊任权以前是武汉市新洲区的农民，

来我们这里买了点莲藕新品种回去种，后

来发现他种的藕产量和品质都比自己之前

种的好。”柯卫东与熊任权因莲藕结识 20 多

年 ，见 证 了 熊 任 权 发 展 成 为 种 植 大 户 的

过程。

“他是专家，常常到地里来，听我们的

想法，问我们什么产品好卖、市场接受度

高。”熊任权说，只要柯卫东有新育品种，他

就拿来试种。

今年 3 月初，在武汉市新洲区涨渡湖合

作社莲藕种植基地，柯卫东选育的莲藕新

品种“大白胖”亩产商品藕达到 4000 斤，熊

任权第一时间把“大白胖”莲藕产量高、商

品性好的喜讯告知柯卫东。“看到我们的科

研成果从试验田转化到生产一线，助力农

民增收，我觉得很满足，所有辛苦都值得。”

柯卫东说。

黄昏时分，喧嚣了一天的车

间 变 得 宁 静 ，储 为 统 还 在 忙 碌

着。作为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

叉车质检员，他要对即将出厂的

叉车做最后的检验。

“工作就意味着责任。”这句

话在储为统的身上表现得淋漓

尽致。送检叉车大到发动机、

摇臂轴等大配件，小到附着

在上面的螺丝钉，他都认

真检查。

“每一次质检都是提

升 自 身 技 能 的 最 好 机

会，我要确保每一台叉车

的质量。”储为统说。

1999 年 ，26 岁 的 储 为

统进入公司，从金属加工车

间一名学徒干起，跟着师傅

专心学习零件加工技艺。

公司新厂区成立后，急需

叉车司机。公司领导发现储为统

有驾驶技术，便将他调入储运车间。“当时

车间领导知道我驾驶技术好，就让我来试

试，没想到这一试，让我与叉车结下不解之

缘。”储为统说。

接触后才知道，虽然叉车和汽车在很

多方面原理相同或相近，也是“一踩油

门、一转方向盘”的事儿，但前者比后者

的要求高很多，需要学习的专业知识也

很多。

“要想跟上技术发展趋势，就要不断更

新自己的知识储备库。”为了早日掌握叉车

驾驶技巧，储为统除了积极参与公司组织

的各项培训，还在业余时间购入大量专业

书籍自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练习

后，储为统的叉车驾驶技术得心应手，能熟

练驾驶叉车搬运货物。

整日与叉车为伴，储为统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对叉车构造、运行了然于胸。无论

是电路还是机械方面出现问题，只要经他

现场快速检查，都能很快将故障原因判断

个八九不离十，并拿出解决方案。

“听到叉车的声响，我就能判断出这辆

叉车各个部位运作是否正常；开上一圈，就

能知道哪些参数设置得不够合理。”说起叉

车，储为统眼中充满自信。

工作中，储为统经常与工艺人员、设计

人员、工人们共同出主意、想办法，提高产

品质量，还提出许多合理化建议。

2006 年，公司聘任储为统为叉车质检

员。叉车的质检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

心，要用好眼、耳、手，仔细看故障、听故障、

摸故障。只要工作起来，储为统就立刻化

身为人工“检验仪”。他钻入地沟检查叉车

底部是否漏油⋯⋯一辆叉车检测下来，从

发动机、摇臂轴到关键部位的螺母螺帽需

要 2 个多小时。

“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小问题，最后就会

产生大问题。质检工作容不得一丝马虎。”

储为统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有多重，“我们

生产的叉车如果出现问题，会让公司的名

誉受损，影响企业发展。”

前不久，公司生产了一批安装国外变

速箱的叉车。储为统在检验过程中，发现

该变速箱外有些许油渍，不仔细检查看不

出来。如果使用中继续漏油，会造成齿轮

烧毁、变速箱报废的严重后果。储为统发

现问题后，与公司领导、技术团队反馈，很

快便解决了问题。

“做好质检工作，细心、耐心、责任心缺

一不可。”这是储为统常挂在嘴边的话。多

年来，储为统一直要求自己精益求精、追求

极致。他扎根一线、潜心学习，将理论与实

践紧密结合，最终练就了一身质量控制“把

关人”的本领。

由于储为统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他

被大家称为企业的“质量哨兵”。如今，储

为统成了公司的“明星”，但他依旧在叉车

检验员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工

作着。

凭借出色的技术和严谨的工作态度，

储为统先后获得宁波市“十大技能状元”、

宁波市五一劳动奖章、浙江省五一劳动奖

章、浙江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今年获得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今天的质量就是明天的市场。我会

继 续 做 好 本 职 工 作 ，努 力 做 出 更 好 的 成

绩。”储为统说。

为推动“万企兴万村”行动走深走

实，多地加强组织引导，创新工作方法，

深入实施推进，引导更多企业家到乡村

投资兴业，为推进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组织企业家进

乡村、看项目、话合作、促发展，引导企业

家发挥自身优势，助力乡村振兴。与此

同时，农村地区丰富的资源、乡村振兴的

巨大潜力，也吸引越来越多企业家入乡

发展，带领村民发展集体经济和特色产

业，进一步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可以说，

企业家入乡与乡村振兴发展是一个双向

奔赴、相互成就的关系。

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在企业家面

前的是越来越好的发展环境、越来越大

的发展空间。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要求，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

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帮

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让其留得下、能创

业。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提出，支

持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推动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现代

种养业，高质量发展现代农产品加工业，

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业服务业，壮大休

闲农业、乡村旅游业等特色产业，积极投

身“万企兴万村”行动。这为企业家入乡

尤其是广大民营企业家开拓发展空间提

供了新机遇。

企业家入乡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如

何实现群众增收、乡村振兴、企业发展多

方共赢、共同获益？

企业家入乡发展，选好项目很关

键。要注意研判市场趋势，既要顺应企

业发展所需，又要契合乡村实际，还要

做好长期经营准备，在擅长的领域持续

精进、不断钻研，走好产业发展的每

一步。

企业家入乡发展，要在创新上做文

章。在带动乡村产业发展方面，企业家

优势突出，他们了解市场信息，熟悉产

业情况，掌握客户资源，善于经营管

理。企业家要通过发挥自身特长，深挖

农村环境、产业、市场、文化等资源的多元价值和多重功能，融

通一二三产业，融合农文旅，促进种养业升级、加工业提质、旅

游业创新，拓展助农增收渠道，为乡村发展增后劲。

此外，企业家入乡发展，还应注重与到乡发展的大学毕业生、

回乡的能人及返乡的农民工合作，形成互动协作，为乡村发展培养

人才、贡献力量。

乡村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期待广大企业家发挥重乡情、善

经营、乐奉献的优势，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投身农村特色

产业发展，带动乡亲们一起发展、一起致富，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

上建功立业。

柯卫东（右）在查看莲藕长势情况。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