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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傅廷栋，1938 年出生于广东省郁

南县，作物遗传育种学家，中国工程院

院士，现为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杂交油菜学科带头人之一，全国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他致力于油菜多

功能利用研究与开发，特别是利用北

方秋闲地、南方冬闲田复种饲料（绿

肥）油菜，对发展畜牧业、培肥土地、增

加农民收入有着重要意义。当前，该

技术正在大面积示范、推广。

■R 讲述·一辈子一件事

■记者手记R

湖北武汉，南湖之畔，狮子山下，华中

农业大学校园里，有一片占地千余亩的油

菜花田。每当春天来临，金黄色的花海中

蜂飞蝶舞，令人沉醉。花海中，前来赏花拍

照的游人经常会看到一位身着“白大褂”，

头戴草帽，手拿笔记本，认真观察、记录每

一株油菜生长情况的老人——他就是作物

遗传育种学家、华中农业大学国家油菜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傅廷栋院士。

专注杂交油菜育种 60 余年，带领团队

育成了 70 多个油菜品种，已是耄耋之年，他

仍时常在田间劳作。“去年油菜花开的季

节，正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期。很多工作人

员都回不来，我就和本地的老师、工人一起

下地，一起试验、育种。”坐在研究中心的办

公室里，望着窗外的试验田，今年 83 岁的傅

廷栋打开了话匣子……

“和农民同吃同住
同劳动，使我收获很大”

1938 年 ，傅 廷 栋 出 生 在 广 东 省 郁 南

县。初中毕业后，他报考了当地的一所农

业中专院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广东省中

山县的一个农技站工作。

“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使我收获很

大。我发现，农民迫切需要各种新的农业

技术，这样才能提高产量、增加收入。”傅廷

栋当时想，农技知识浩如烟海，只读到中专

远远不够。1956 年，傅廷栋考取了华中农

学院（现华中农业大学）农学系，之后他师

从油菜遗传育种学家刘后利，成为新中国

最早一批油菜遗传育种方向的研究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主要的本地

油菜品种是白菜型油菜，从海外引进的甘

蓝型油菜虽然产油量高一倍，但生长周期

长。”傅廷栋说，如果两种类型油菜杂交，有

可能获得高产且早熟的品种。

但油菜是自花授粉植物，要进行杂交，

必须首先找到一种只有雌蕊、没有雄蕊的

油菜。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每到春天，在

油菜试验田里，总能看到傅廷栋的身影。

他为每一株油菜花套上隔离袋和标志牌。

在 1972 年 3 月 20 日早晨，傅廷栋走进种着

国外引进的一个品种油菜区域时，突然眼

前一亮：一株油菜的花朵雌蕊发育正常，围

绕雌蕊的 6 个雄蕊却都呈萎缩状态。伸手

一摸，雄蕊没有花粉！

“这不正是我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的油

菜品种吗？”傅廷栋继续仔细搜寻，当天一

共发现了 19 株这样的油菜。这一发现推动

了杂交油菜领域的相关研究。傅廷栋说，

截至目前，这一品种育成的杂交油菜超过

200 种，累计推广面积达 10 亿亩。

“这样的奔波，为的
是一年要做两年的事”

除了着力提高油菜的产量，傅廷栋团

队还在解决油菜“双低”育种问题上下功

夫。“80 年代以前，我国油菜品种多为高芥

酸、高硫苷的‘双高’品种，所产菜籽油的品

质 较 差 ，长 期 食 用 这 种 油 对 人 体 健 康 不

利。”傅廷栋介绍，他们团队提出了“双低+
杂交优势”的育种目标。

从 1975 年开始，傅廷栋带着他的科研

团队，在西北、西南地区进行夏繁加代工

作。每年 5 月武汉油菜收获后，就到青海、

云南等地播种，9 至 10 月初收获后再回武

汉播种。“这样的奔波，为的是一年要做两

年 的 事 ，为 此 ，我 坚 持 了 40 多 年 。”傅 廷

栋说。

在青海，夜晚气温接近零摄氏度，有时

候傅廷栋因为照看油菜而忘记时间，来不

及返回住处，只好跟工人们一起，在盖着塑

料布的小棚子里将就睡一晚。

1992 年，傅廷栋选育的我国第一个低

芥酸杂交油菜品种“华杂 2 号”问世。此后，

他的课题组育成优质“华杂”系列双低杂交

品种 10 余个，创造经济效益超过 30 亿元。

“让油菜发挥更大
价值，是我们继续努力
的目标”

90 年代末，傅廷栋团队长期在甘肃和

政县开展油菜北繁试验研究。其间，傅廷

栋发现了油菜科研的新方向。

“我们在当地调研时发现，每年 7 月麦

收后，到冬天还有两个多月的农闲时间，地

里不种东西，就这么荒着，十分可惜。”傅廷

栋说，西北地区土地盐碱化严重，很多庄稼

都无法生长，但油菜比较耐盐碱。如果利

用这段时间进行油菜轮作，不仅可以开发

盐碱地，帮助恢复地力，还能储备秋冬季畜

牧业需要的青饲料。

按照傅廷栋的构想，华农科研团队联

合甘肃农业部门开展“麦后复种饲料油菜”

试验：7 月下旬到 8 月上旬麦收后播种，生

长 60 至 80 天，育成饲料油菜专用杂交种

“饲油 2 号”，亩产青饲料 3—4 吨。2017 年、

2018 年，傅廷栋团队研究的复种饲料油菜

技术，被国家农业部门公布为主推技术，在

西北、东北地区和长江流域大面积示范、

推广。

傅廷栋十分注重培养农业科研人才。

年过八旬的他现在还会为研究生讲《作物

育种专题》等课程，为本科一年级学生讲授

《农业导论》。

“他是一个对下田上瘾的人，对许多数

据都如数家珍。他总是能发现一些新的

研究方向。”学生这样评价傅廷栋。这几

年，他仍在各地推广以“油用”为主，兼具

“饲用”“观光”和“菜用”等多功能利用模式

的油菜，提高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 现 在 听 到 老 师 的 教 诲 ，就 能 回 想 起

几十年前看到他坐着摩托车进到村里时

的样子。”湖北省崇阳县白霓镇回头岭村

村民刘泉源是傅廷栋以前教过的学生，现

在是当地油菜种植的“土专家”和农业科

技“二传手”。“待人和蔼、治学严谨是傅老

师给我最深的印象。”刘泉源说。

“油菜不仅可以食用，

还能酿蜜、榨油、做饲料和

工业原料。”傅廷栋说，“搞

农业的就要多下田，让油

菜发挥更大价值，是我们

继续努力的目标。”

专注杂交油菜育种60余年的傅廷栋院士——

“搞农业的就要多下田”
本报记者 范昊天

从田间地头到学术会议现场，从实验

科研到教书育人……翻开傅廷栋办公桌上

的相册，一张张老照片述说着这位老专家

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其中最多的，还是

他与油菜地的合影。

一顶草帽、一身工装、一个挎包，就是

他最广为人知的形象，往油菜地里一站，与

普通农民看起来没什么两样。

从最初探索油菜产油高的秘诀，到研

究菜籽油如何吃得健康，再到如今研究油

菜饲用、观光等多功能利用，傅廷栋的科研

之路，恰是中国人从吃饱到吃好，再到追求

更加美好生活的一个缩影。

“科研就得围着农民转，多到实践中

去，才会有新的发现。”傅廷栋说。在他眼

里，能适应生产的需要，得到农民的认可，

为农民带来实在的收益，这才是做科研的

真正意义，才是最有分量的成绩。

农民认可 最有分量

志愿服务关爱行动

本版责编：张彦春 康 岩 宋 宇

“怎样喝水才对身体有益？日常

生活中哪些习惯会影响肾脏健康？”北

京市东城区东环广场的一间会议室

里，坐满了银发苍苍的老人们。简单

几个问题，牢牢抓住了他们的耳朵。

讲台上，北京市第六医院“道济星

愿”志愿服务队成员、中医科主任王丽

彦正在为老人们进行科普讲座。讲解

完肾脏的功能特点、肾病的临床表现、

怎样保护肾脏等小知识后，她又带领

大家做保健操和耳穴按摩。

如今，老年人对健康讲座、健康咨

询 的 需 求 越 来 越 多 。 2019 年 3 月 开

始，北京市第六医院医务人员自发成

立“道济星愿”志愿服务队，启动“敬老

为善 志愿有我”健康志愿服务项目，

组织医疗专家到区属 15 个社区卫生

站开展健康大讲堂、合理用药指导、慢

病管理等医疗志愿服务。

活动现场，义诊团队热心地接待

每一名群众，为他们提供咨询，嘱咐

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提醒大家保持健

康的生活方式。专家们还就高血压、

高血糖、心脏病等疾病的治疗提出个性化防治措施。“你血

压偏高，饮食要清淡少盐。”心血管内科二病区主任宁新惠

为老人检查身体时说。“你们能上门为老人义诊检查，真是

太好了。”东城区东直门街道十字坡社区居民马金芳阿姨感

激地说。

截至目前，项目常态化开展活动 500 余次，受益群众达

5000 余人。随着被越来越多人了解和认可，“道济星愿”志愿

服务团队也越来越壮大，相继成立了共产党员先锋服务队、青

年团员突击服务队、爱心天使助老服务队等分队，还吸引了一

些社区老人参与。“照亮别人也温暖自己，当爱心火炬传递下

去时，其实也在照亮整个社会。”参加志愿服务的社区老人杨

晓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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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骑三轮车回了趟老家，才用了半个多小时。”3 月

5 日，98 岁的李吉廷一见到志愿服务队负责人李天玉，便高兴

地聊起来。

这天上午，李吉廷早早起床，烧好热水，又换上了熟悉的

绿色军装，端坐在沙发上，静待客人们的到来。

刚 过 9 点 ，“ 咚 咚 咚 ”一 阵 敲 门 声 ，“ 李 大 爷 ，我 们 来 了

……”听到熟悉的声音，李吉廷站起身来，三步并作两步，赶紧

打开门。“老爷子，您身体还是这么好啊。”寒暄间，一行人提着

一些补品进了门。

带队的是四川眉山志愿服务联合会副会长、关爱抗战老

兵志愿服务队负责人李天玉。李吉廷只有一个孙子，常年在

外务工。为了缓解老人的寂寞，志愿服务队队员一直轮流来

看望他。

陪老人聊天，帮老人做做家务，一起吃顿饭……每到逢年

过节，志愿服务队都要去老兵们家里走访。李天玉说：“老英

雄们见到年轻的志愿者，总是分外高兴，一直拉着手聊家常。”

如今，这支由 400 多人组成的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服务

队，已经在眉山各区县设立了工作联络组，先后为 200 多位抗

战老兵建档立卡，一对一常态化为抗战老兵提供贴心关爱服

务达 800 余次。志愿者们还募集资金，建设了眉山抗战将士

纪念馆，组建了老兵抗战故事宣讲团。

为什么加入志愿者队伍？志愿者李俊英说：“老兵们为国

家和民族做了那么大贡献，现在他们需要照顾，我们愿意做老

兵们的忘年交。”志愿者杜岷松说：“让老兵们有一个幸福的晚

年，是我们的心愿。”

“老爷子，过几天再带您去抗战将士纪念馆看看，怎么

样？”李天玉问。李吉廷连连称好：“看到那些老物件，心里就

高兴。”

四川眉山关爱抗战老兵志愿服务队——

“做老兵们的忘年交”
本报记者 王永战

“宝贝，你最棒！”吉林省通化市心语自闭症康复庇护中心

教室内，在“李姨”的鼓励下，一名自闭症儿童正把自己刚刚完

成的画作拿给大家看，略带羞涩的脸上难掩自豪。

孩子们口中的“李姨”，是通化市东昌区爱心志愿者协会

会长李亚南。2012 年一次偶然机会，李亚南和朋友们救助了

一名白血病儿童。“手术非常成功，孩子下学期可以回学校

了！”孩子父母的感谢让李亚南体会到从未有过的欣喜。2013
年，李亚南和几个参与募捐的朋友成立了协会，“还能多做点

啥”也成为他们经常讨论的话题。

李亚南总说，以前自己做志愿服务，一次帮一个人。现在

志愿者越来越多，帮助的范围也扩大了。人多了，怎么更好地

调动大家的力量？“多帮一”是李亚南想出的办法。每次遇到

贫困学生，李亚南就组织一个 20 至 40 人不等的帮扶小组，每

个组员每月捐款 30 元。这样既能满足贫困学生的生活所需，

又把捐赠门槛降低，让想参与的人都可以参与，组员们也更容

易坚持，把一个贫困生从初中一直帮扶至大学的组员不在少

数。“小组一共帮扶了 12 个大学生，他们当中很多人上了大学

后也开始参与公益项目。”李亚南说。

从小年夜为全市 1200 多名环卫工人包饺子的“关爱马路

天使项目”，到供 70 多位孤寡老人免费吃饭的爱心食堂；从为

2000 多名贫困留守儿童送上温暖礼包，到为县城小学捐赠净

水器的“净水计划”……8 年间，东昌区爱心志愿者协会共对

接 7 家基金会，发展协会志愿者 600 余人，组织公益项目 22
个，累计服务时长达 14 万小时，捐赠物资金额超 1298 万元。

“献爱心就是我们的事业，尽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就是

我们的目标。”李亚南说。

吉林通化市东昌区爱心志愿者协会——

“尽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本报记者 祝大伟 刘以晴

上图：傅廷栋在实验室工作。

刘 涛摄

左图：1963 年，傅廷栋（左）在导师

刘后利的指导下进行油菜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供图

本报北京 3 月 23
日电 （记 者倪弋）23
日，“扫黑除恶 国泰民

安 —— 扫 黑 除 恶 专 项

斗争网上展览馆”正式

上 线 。 展 览 馆 收 录 了

1082 幅 图 片 、225 件 音

视频、11 个互动项目和

1 个 微 信 小 游 戏 ，共

1300 余 件 展 品 。 即 日

起，广大网友可通过电

脑 或 手 机 访 问 网 上 展

览馆，详细了解展览内

容信息。

据介绍，网上展览

馆 由 全 国 扫 黑 除 恶 专

项斗争领导小组主办，

24 个 专 项 斗 争 领 导 小

组 成 员 单 位 以 及 31 个

省（区、市）党委政法委

和 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党委政法委协办，中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央 视 网

承 办 。 网 上 展 览 馆 以

新媒体平台为依托，突

出 政 治 性 、法 治 性 、专

业 性 等 ，设 置“ 高 位 推

动 ”“ 依 法 严 惩 ”“ 源 头

治理”等 10 个展厅和 1
个影剧院。

网 上 展 览 馆 根 据

真实干警形象打造虚拟解说员，并运用

AI 语音合成技术生成语音解说，供网友

浏览时选择使用。此外，在互动性方面，

网上展览馆打造多个契合主题的 H5 互

动，包括答题积分赛、留言板等。这些功

能为网上展览馆增添了互动性和趣味

性，使展厅内容更具感染力。

网上展览馆从文字到图像，从音频

到视频，从观展到互动，全要素呈现展览

内容，为扫黑除恶常态化，建设更高水平

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营造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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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23日电 （记者刘毅）3 月

23 日是第六十一个世界气象日，主题是“海

洋、我们的气候和天气”。今天，在落实好疫

情防控工作要求的前提下，全国气象部门围

绕世界气象日主题，举行了知识竞赛、情景剧

表演、气象科普山歌会等亮点纷呈的活动。

这些满足公众需求、体现气象特色的活动，进

一步增强了公众的气象服务获得感，提升了

世界气象日的公众认知度。

海洋覆盖了地球 70%以上的面积，它是

影响全球天气和气候的主要因子，也是气候

变化的关键角色。今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

旨在帮助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海洋、气候和

天气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也是为了纪念联

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

2030 年）实施计划的启动。中国气象局、中

国气象学会联合组织全国气象行业单位开展

纪念活动，并以此为契机加强气象宣传科普。

中国气象局局长庄国泰、生态环境部副

部长叶民及科学技术部、自然资源部、中国科

协相关负责人，参加了在京举行的世界气象

日纪念活动启动仪式。

2021年世界气象日纪念活动举行

近日，贵州省福泉市人武部组织开展民兵军事训练，切实增强民兵的爱国意识，努力锻造一支“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过硬民兵

队伍。图为 3 月 22 日，福泉市 2021 年民兵军事训练现场。 樊德刚 朱一丹摄影报道（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