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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为 繁 华 易 匠 心不 为 繁 华 易 匠 心
——记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王才林记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王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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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溧阳市种植江苏省溧阳市种植““南粳南粳 4646””品种的稻田品种的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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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航 高 铁 的 电 力 卫 士
本报记者 童 政

金秋十月，稻谷飘香。江苏省农业科

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王才林在江苏

省溧阳市种粮大户王林松家的稻田里，认

真察看稻田的生长情况。只见他头戴草

帽、双脚踩泥，时不时抓起一把稻穗仔细观

察。“‘南粳 46’长势不错，植株挺拔、茎秆粗

壮、穗层整齐，稻穗大小均匀、籽粒饱满。

王经理，今年的丰收粮到手了。”王才林说。

王才林被誉为“南粳之父”，已从事水

稻育种工作 40 余载。他把“让中国人吃上

最好吃的大米”作为奋斗目标，潜心培育优

质水稻品种。经过不懈努力，他带领研发

团队育成南粳系列优质稻米品种，累计推

广面积超 1 亿亩。

截至目前，王才林已获得 1 项国家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10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42 项国家级专利、86 项植物新品种

权，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粮食生产突

出贡献科技人员等多项荣誉称号。

立下兴农志

出 生 于 江 苏 省 太 湖 之 滨 无 锡 的 王 才

林从小在稻田里成长，对农业有着特殊的

感情。

“播种、育苗、插秧、挑担，我样样都干

过。在稻田间挥洒汗水，让我感到无比快

乐。”王才林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

粮食生产能力还不高，从那时起，他就立

下 了 学 农 的 志 向 ，希 望 能 种 出 更 多 的

粮食。

大学本科，王才林坚定地选择农学相

关专业。研究生期间，他进一步确立了农

学水稻遗传育种的学习方向。“我刚参加工

作的时候，正值杂交水稻的科研成果普及

推广，我国粮食产量大幅增加。”王才林说，

“在随后开展水稻研究的过程中，我逐渐认

识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优良食味

大米将有广阔发展前景。提升农业科技发

展水平，促进水稻新品种研发，是生产优质

大米的有效途径。”

说干就干。王才林抓住当时我国进行

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利用优良食味粳

稻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国家水稻改良中心

南京分中心和江苏省优质水稻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等科技平台，组建起一支拥有 20 多

名科研人员的优良食味水稻研发团队，开

始寻找好吃大米的“基因密码”。

“良种的选育，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

更不可能一劳永逸。要通过持续改良，优

中选优，才能确保种子的质量。”王才林说。

在 研 究 了 成 千 上 万 份 水 稻 种 质 资 源

与 食 味 有 关 的 性 状 案 例 之 后 ，他 终 于 找

到 了 水 稻 美 味 的 奥 秘 。“ 稻 米 若 要 好 吃 ，

根源在于调低直链淀粉的含量。”王才林

说，经过试验发现，直链淀粉含量是影响

大米籽粒透明度、适口性、黏性的主要因

素 。 直 链 淀 粉 含 量 的 数 值 越 低 ，米 饭 越

软糯香甜。

王才林带领团队研发的水稻新品种直

链淀粉含量低于 15%，煮出的米饭在硬度、

弹性、黏性等方面均更具优势。

潜心育良种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院内，有一块 80 多

亩的稻田，王才林经常来“巡田”。“农业科

研的果实是地里长出来的，搞科研的脚必

须长在田里。”这是王才林经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

“可不要小瞧一粒种子，里面蕴藏着高

科 技 ，所 以 才 说‘ 种 子 是 农 业 的 芯 片 ’。”

王才林说，新品种培育是一个漫长且复杂

的过程。培育一个新品种，要经过种质资

源的筛选评价、杂交组合配置、后代材料的

多代选育、多点鉴定、品种审定、产权保护、

良种繁育、示范推广等过程。

为找到合适的品种，王才林走遍我国

东 北 地 区 、长 江 中 下 游 地 区 等 粳 稻 主 产

区，收集了上千种粳稻品种，围绕高产、好

吃和抗病性强等优质水稻特性，进行试验

分析。

“我和团队拿出十年磨一剑的劲头，扎

实开展农业基础研究。”王才林说，“我们经

过研究发现，杂交培育的水稻新品种从第

二代开始，基因特性就会呈现不稳定状态，

出现植株高矮不齐、成熟早晚不一致等问

题。这就需要在数万个单株样本中，选出

符合要求的单株进行再次繁育，直到完成

多代选育，才能使新品种的基因特性稳定

下来，让高产、抗病、适应性广等特性显现

出来。”

对数万个单株样本挨个挑选、逐一试

种，工作量极其庞大。为了缩短培育时间，

王才林在南京完成一代选种后，便立即赶

往海南进行加代种植繁育。

夏秋停南京，冬春飞海南。年复一年，

王才林如同候鸟一般，往返于南北地区的

广 阔 稻 田 ，奔 波 在 水 稻 优 质 品 种 试 种 的

路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才林和团队成功

研发出“南粳 46”新品种。在 2019 年第二届

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鉴会上，“南粳 46”

获得粳稻组第一名。

“‘南粳 46’的意思是南京粳稻、出生编

号 46 号。我们准备以‘南粳 46’为开端，持

续发力培育新品种。”王才林说。

近 年 来 ，他 带 领 团 队 先 后 育 成“ 南 粳

9108”“南粳 5055”等优良食味粳稻系列品

种，平均亩产高达 600 公斤至 800 公斤，实现

了优质与抗病、高产相统一。

谈及育种事业，王才林说：“农业科研

是一项复杂且周期很长的工作，必须久久

为功。我将继续深入开展水稻育种研究，

不断探索培育优质水稻。”

田间指导忙

“一粒好种子，不仅要从实验室里走出

来，更要走向田间地头；一个好的农业科研

人，不仅要做出成果，更要服务好老百姓。”

王才林说，搞农业研究的意义在于为更多

人提供优质农产品。

2021 年 ，江 苏 省 粮 食 集 团 、江 苏 省 农

业科学院、苏垦米业等部门成立江苏省水

韵苏米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王才林担任

总经理。

“我将借助这一新平台，继续做好种子

研究，在为农户和企业提供好品种的基础

上，通过优化全产业链标准化种植技术，种

出好品质，打造好品牌。”王才林说。

王 林 松 曾 是 一 名 乡 村 医 生 ， 转 投

农 业 领 域 之 后 ， 因 为 缺 乏 农 业 种 植

管 理 技 术 ， 种 植 的 水 稻 产 量 低 、 口

感差。

“在我请教王才林教授

后 ，发 现 我 们 的 问 题

不在田间管理，而是

需要更新水稻品种。”

王 林 松 说 ，他 们 决 定

改 种“ 南 粳 46”

品种。

“ 从 挑 选 水 稻

种 子 到 使 用 专 用

肥，王才林教授都会

提供技术指导。”王林

松说，他们采用科学、

精细的栽培管理模式，当

年出稻就实现了高产优质。

再 好 的 品 种 和 技 术 也 需

要得到种植户的认可。王才林的

感受是，随着市场需求多元化，农户对

品种的要求更高更细了。“我们还根据市场

需求，研发出不少水稻‘三好生’：好种，高

产稳产、适应性广；好吃，有营养、食用安

全 ；好 卖 ，米 好 吃 、出 米 率 高 。”王 才 林 介

绍，目前，江苏已经建立起 10 万余亩优良

食味粳稻品种示范生产基地，创建了优良

食味水稻全产业链技术规范和优质稻米产

业 发 展 模 式 ，苏 米 品 牌 影 响 力 正 在 逐 步

扩大。

对王才林来说，水稻育种不仅仅是一

份工作，更是这一辈子都无法割舍的爱好，

他将所有热爱与心血投入其中。“择一事，

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匠心。种业创新没有

最好，只有更好，我将继续深耕新品种选

育、良种繁育等工作，用技术造福更多人。”

王才林说。

高铁线路检修几乎都在夜间开展，

供电设备也不例外。这是一场与时间赛

跑的夜间战役，旨在确保铁路供电设备

的安全稳定运行，为旅客的平安出行保

驾护航。

一个秋日的夜晚，22 时 30 分左右，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供电

段扶绥南电配工区技师、副工长颜国峰

和同事黄腾组成检修小组，去南凭高铁

南崇段检修一个箱式变压器。颜国峰主

要负责南凭高铁南崇段电力设备的检修

与维护。

从扶绥南电配工区到变压器所在地

大约 80 公里。在乘坐工程汽车前往目的

地的路上，颜国峰与黄腾不停地交流着

检修要注意的事项。行车安全、断电安

全、感应电安全⋯⋯言语中，安全是出现

频率最高的词。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颜国峰、黄

腾两人来到作业现场，并对所带工具进

行清点，万用表、绝缘鞋⋯⋯

而此时已是 0 时 25 分，留给他们检

修的时间不多了。颜国峰和黄腾争分夺

秒抢时间，他们打开变压器一侧箱门，断

电、接地、测量电压⋯⋯两人做好配合，

熟练地操作着，干净利索完成一系列流

程。3 时 12 分，变压器检修完毕。颜国

峰和黄腾清点好工具离开现场。颜国

峰说：“看到供电设备运行良好，看到旅

客乘着高铁平安出行，我们苦点累点也

值得。”

颜国峰过硬的业务本领来自日积月

累的研习苦练。自参加工作以来，他努

力提高电力检修技能，带领团队先后制

定 20 多项标准规范，解决 600 多个技术

难题，编撰电力疑难杂症问题库，助力所

在班组连续多年实现零安全事故。颜国

峰说：“电力检修是一门精细的技术活，

要想把工作做好，必须踏实刻苦、认真学

习，做到持之以恒。”

2012 年，颜国峰刚参加工作就被分

配到南昆线上的兴义电力工区。该工区

四面环山，是全线较为艰苦的工区。冷

清、交通不便⋯⋯他克服各种困难，沉下

心扎根工区，不仅啃完了铁路方面的专

业教材，还掌握了过硬的实操本领。被

汗水浸湿的衣服、手上的水泡和老茧都

承载着他的努力。

随着学习的深入，技能点越来越多、

越来越难，想要突破瓶颈已经不能单靠

兴趣，而是需要全面提升运用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颜国峰开始报名参加

各种技能比赛。2018 年，颜国峰第一次

参加单位的电力线路工技能竞赛，因为

缺少比赛经验、紧张等原因，没有取得名

次。但颜国峰没有气馁，次年再一次站

上赛场，参加了国铁南宁局技能竞赛，获

得 第 五 名 的 成 绩 。 颜 国 峰 再 接 再 厉 ，

2020 年在第七届广西铁路职工职业技能

竞赛中荣膺榜首。

“只要认准的事，无论多苦多难，颜

国峰都会踏踏实实地做好。”在同事的眼

中，颜国峰谨慎、认真，对工作极为负责，

“靠得住”。

联调联试是新线正式运营前对各个

系统最全面的检验和测试。2022 年，南

凭高铁南崇段联调联试初期，颜国峰发

现电力隔离开关触头与低压电缆头存在

部分安装标准不统一的问题。颜国峰与

其他技术骨干花费半个月时间，制定了

开关触头安装、低压电缆头制作等 20 多

项标准规范，为联调联试工作人员提供

了标准化培训依据。

“ 团 队 共 同 进 步 比 个 人 成 长 更 重

要。”2022 年，颜国峰以国铁南宁局供电

系统培训班带班老师的身份，指导选手

在当年的竞赛中勇夺第一名和第三名。

如今，颜国峰进行专业培训授课超过 700

个小时，直接惠及职工 80 余人，为单位培

养出 18 名电力线路工骨干。

“学技术不要怕苦怕累，一定要脚

踏 实 地 ，要 敢 于 挑 战 困 难 。”颜 国 峰 在

培养青年员工时，不仅把自己的技术和

经验倾囊相授，而且提出了更加严格的

要 求 ，让 大 家 学 到 真 本 领 并 能 够 快 速

成长。

凭借卓越贡献，颜国峰获得全国铁

路青年岗位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

荣誉。颜国峰谦虚地说：“我只是干好

了本职工作、做好了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会继续认真工作，全力保障高铁供电

安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

前发布数据显示，2021 年至 2023

年取得高级技能及以上、中级技

能、初级技能鉴定证书的技能人

才平均薪酬分别累计增长 6.2%、

9.6%和 7.7%，高于各级管理人员

和工程技术人员。这一数据表

明，社会各界对技能人才的重视

程度不断提高，并不断完善薪酬

激励机制，鼓励劳动者提升技能

水平。

技能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中国制

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为了

切实提高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

和薪资待遇，国家出台了一系列

鼓励技能人才发展的政策措施，

建立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

评价等方面制度，畅通技能人才

职业发展通道。职教院校则通

过企业培训中心、产教融合实训

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载

体 ，大 力 提 升 技 能 人 才 技 术

水平。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用人

主体。技能人才技术精湛、经验

丰富，能在生产、研发、管理等环

节发挥关键作用，是企业发展的

重要力量。对企业来说，建立正

向激励机制，建立多劳者多得、

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的薪酬

体系，建立健全基于岗位价值、

能力素质、创新创造、业绩贡献

的技能人才薪酬分配制度，既显

示了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重视，又

能 达 到 拴 心 留 人 、稳 定 队 伍 的

目的。

技能人才不仅需要薪酬激

励，更需要精神鼓励。一个人长

期工作于某个岗位，很难保持可

持续的工作热情。企业要建立

健全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以实绩和贡献定待遇、评奖励，

努力拓展技能人才上升空间，激发技能人才创新创造动

力，让他们拥有更多获得感、自豪感、幸福感。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超过 2 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

6000 万人，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踏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

路。在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背景下，我们期待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

得的人才导向能够切实激发技能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激励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不断涌现，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王才林王才林（（中中））与团队成员在田间挑选水稻品种与团队成员在田间挑选水稻品种。。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