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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讲述·一辈子一件事

上图：2020 年，谢华安在实验室

做实验。

右图：上世纪 90 年代，谢华安夫

妇在田里察看秧苗长势。

资料照片

几场春雨过后，八闽大地生机勃勃，早稻

育秧工作正如火如荼，在福建省三明市尤溪

县再生稻基地大棚里，一位老者头戴草帽、双

脚踩泥、俯身察看，双手轻抚着稻苗进行观测

和比对……

他，就是扎根稻田一辈子的谢华安院士。

“老师，一个多小时啦！您上来歇会儿，

我们来干吧！”田埂上，正在记录观测数据的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张建福博

士，眼见老师大汗淋漓，衬衣也染成了“花地

图”，朝着田里喊了一嗓子。“不行，这会儿正

是观测的好时机，趁我还能干得动，就得多干

点。”谢华安应了一声。

青青的稻苗中，年过八旬的谢华安弯着

腰，如同一张拉满了的弓。脸黑、手粗、身瘦，

曾有稻农对他说：“科学家的手，怎么比我们

还黑？比耕田的还要粗呢？”

“当年入行的想法很简
单，就是想解决人们的吃饭
问题”

如今，谢华安已在杂交水稻育种研究领域

摸爬滚打近 50 年……从青葱少年到久负盛

名，谢华安身上的荣誉越来越多；但一见面，一

股泥土气扑面而来，让人倍感亲切。

“当年入行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解决人

们的吃饭问题。”谢华安出生时，国家正处于

抗战时期，吃不饱穿不暖是生活常态……

1964 年，从福建省龙岩农业学校毕业，谢

华安被抽调到永安农业职业中学负责生物课

教学，空闲时间里，他经常跑到试验农场，种

植、研究各种农作物，打下了农业技术研究的

基础；1972 年底，他被调到三明市农业科学研

究所工作……此时，全国正掀起杂交水稻协

作攻关的浪潮，作为福建省三明地区（现三明

市）南繁领导小组组长，谢华安被选派到海

南，从事水稻育种工作。

“很兴奋，也很忐忑，水稻育种在当时是

全新领域；在那里全国同行相互交流，可以快

速学到最前沿的知识。”一年四季都能种水稻

的海南，生活却令人意想不到的艰苦。初到

海南，谢华安借住在一个仅有十几平方米的

集体仓库里；陪伴他的，是化肥、农药、柴油等

各种刺鼻的味道和难以驱除的害虫。

一去就是半年，谢华安收获前沿知识的

同时也带回了一双粗糙的手。原来，一到水

稻杂交授粉时，稻叶的齿就像锯子一样，会在

裸露的手和手臂上锯开一道道口子；天长日

久，双手伤痕累累，皮开肉绽，受伤结痂，造就

了一双粗糙的手。

“科研之路不会一帆风
顺，总要历经风雨”

踏入育种门槛后，谢华安总想比别人多

学 一 点 ，因 此 经 常 奔 波 在 各 个 育 种 基 地 之

间。交通落后，谢华安就用双脚跑遍了几乎

所有兄弟单位的育种基地，锲而不舍地拜师

取经。

来自江西的水稻育种专家邬孝忠，非常

欣赏这位同行后辈的钻研精神；他取出自己

选育多年的 15 粒母本不育系种子相赠。谢华

安视若珍宝，1975 年，谢华安和同事们利用这

15 粒种子，培育出“矮优 2 号”杂交组合。本

想着育成丰产优质的良种，可现实却给谢华

安当头一击：还没来得及大规模推广，一场毁

灭性的稻瘟病扑面而来，枯黄的稻株整片整

片地倒下……谢华安看到几年的心血付诸东

流，忍不住泪流满面。

怎么办？谢华安没有泄气，反而鼓励同

事 ：“ 科 研 之 路 不 会 一 帆 风 顺 ，总 要 历 经 风

雨”。他和同事们总结经验得出结论：育种不

仅要高产、优质，还要能抗病、抗虫。他的育

种生涯由此刷新：育种目标除了丰产性、适应

性、米质好等优良性状外，还要具备抗病、抗

虫、抗逆等。

1980 年冬，经过无数次杂交试验，谢华安

从数以千计的优良株系中，选定了一个具有

抗瘟性强、恢复力强、配合力高的株系“明恢

63”。“明恢 63”配成的杂交稻组合，迄今累计

推广面积超过 20 亿亩，占全国杂交水稻推广

面积的 49.4%，是应用最广、持续应用时间最

长、效益最显著的恢复系。

第二年，谢华安又利用“明恢 63”和不育

系“ 珍 汕 97A”，成 功 育 成 了 良 种 ——“ 汕 优

63”。1986 年，“汕优 63”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种

植，累计增产稻谷 700 多亿公斤。东南亚一些

国家推广种植后，对“汕优 63”大为称赞。

“不得不说，培育出‘汕优 63’这个集‘高

产、优质、抗病和广适应性’的水稻品种，让大

家伙儿吃饱饭，是我一生最大的安慰。”谢华

安说。

“要多给年轻人锻炼机
会，为我国的种业发展、粮食
安全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水稻育种又苦又累，如果再给您一次年

轻的机会，还会选择这个工作吗？”记者问。

“如果重来一次，我还要在这个工作岗位

上做更多的研究！”谢华安语气坚定，他不仅自

己坚守岗位，也不断激励着身边的年轻人……

“谢老当时就一辆自行车，前筐里放着稻

作工具，后座上坐着我，一骑就走，去地头给

稻农解决难题，经常在山路上摔跤。”回忆起

40 年前和谢华安共事时的工作状态，如今已

经年过六旬的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原所长郑家团对老师充满感激：“正因为谢老

愿意让学生大胆尝试，才能培养出一批做出

成绩的学生。”

注重培育新人、发挥青年学者的创造力，

是谢华安从业近 50 年来的原则。在他的团队

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谁带头，谁署名。

上世纪 80 年代初，谢华安带领郑家团着手培

育“威优 63”籼型三系杂交水稻，“谢老只管大

方向，具体研究部分都放手让我发挥，连最后

的成果也让我来发布。”

最终，“威优 63”获得成功，1983 年以来累

计推广 1190 万亩。郑家团也在研究中快速成

长 ，主 持 或 参 加 育 成 20 多 个 大 面 积 推 广 的

品种。

“我的毕生目标是让大家吃得好。”直到现

在，谢华安还经常扎在田间地头。“我国人多地

少，让人民能吃饱饭、吃好饭，始终是我们育种

工作者的奋斗目标。老一辈育种人要多给年

轻人锻炼机会，为我国的种业发展、粮食安全

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谢华安说。

当下，在全国各地，由谢华安指导培养

出的博士、硕士有 20 多位，他们正接过前辈

手中的接力棒，为祖国水稻育种事业发挥着

光和热……

从事杂交水稻育种近半个世纪，谢华安——

“我的毕生目标是让大家吃得好”
本报记者 刘晓宇

在下乡同行的车上，谢华安院士还在与福

建南平市浦城县农业农村局的负责同志打电

话，沟通优质、抗病常规稻最新品种“福香占”

的种植推广；50 分钟的车程，原本可以小憩的

谢院士，却在抓紧每一分钟解决水稻难题。

年过八旬，还有着“满满的日程表”；面

对各界赞誉，却像一株沉甸甸的稻穗向着大

地，质朴而谦逊。谢华安坦陈：“我不敢有一

点点骄傲，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取得了

一点点成绩。我们要永远敬重那些奠基人、先

行者。”

如今的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70 后”已成为研究骨干，“80 后”正在成长，

“90 后”的身影也逐渐显现，但作为一名“40
后”，谢华安始终是这支团队的重要人物，也

一直守望在稻田里……

向着大地 守望稻田

人物小传

谢华安：1941 年生，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

院士。1972 年起，他长期从事三系杂交稻和超级杂交稻育种，研创育种新

技术，育成“明恢 63”等系列恢复系和“汕优 63”等杂交稻品种，对继续保持

我国杂交水稻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二等奖，“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全国首届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千里洞庭湖平原，

湖南华容县三封寺镇的

菜农们忙着加工芥菜，

为出口海外备货；湘中

丘陵地带梯田如画，双

峰县永丰街道数十家企

业生产的农机，搅动春

泥与春水；湘赣边界山

峦起伏，浏阳市文家市

镇 秋 收 广 场 上 红 旗 雕

塑，静候四方来客……

春和景明，三湘大

地尽显生机；一个个特

色鲜明的小镇，展示出

蓬勃向上的力量。

长期以来，县域经

济相对薄弱一直是湖南

发 展 的 短 板 。 自 2019
年起，按照工业、农业、

文旅三个类别，湖南遴

选 出 50 家 省 级 特 色 小

镇，做足产业文章，着力

打造一批形态小而美、

产业特而强、功能聚而

合、体制活而新的特色

小镇，助推区域经济实

现高质量发展。

工农文旅
因产制宜

挖掘特色，根植禀

赋，湖南特色小镇建设

宜 工 则 工 、宜 农 则 农 、

宜旅则旅，因产制宜。

湘赣边界一隅，小

小的文家市镇，毛泽东

同 志 曾 带 领 秋 收 起 义

部 队 在 此 停 驻 。 当 地

倾 力 挖 掘 宝 贵 的 红 色

资源，以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为中心，发展红色文

旅产业。2020 年，丰富多彩的红色活动，为文家市镇带

来旅游总收入 9 亿元。

服务实体、瞄准制造，让工业小镇焕发蓬勃生机。双峰

县永丰街道大力发展“小、精、尖”农机装备，闯出一片天地。

“样机已经卖完，所以没有把货摆出来。”在位于永丰

街道的湖南省农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展厅空阔，总经理

助理刘翔笑言：“很多产品还没下线，就被抢订一空。”

立足好山好水，农业特色小镇让湖南农业大省的成

色更足。

湘中腹地，山多田少，邵东市廉桥镇发展中药材种植

2.6 万亩，成立专业合作社 15 个。玉竹、玄参、射干的产

销量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 80%，廉桥药材小镇如今成了

国内闻名的中药材专业市场。

小而优 精而强

机器轰鸣，永丰农机特色小镇规划核心区，农机企业

共享检测平台项目建设正酣……

“项目建成后，永丰农机企业将共享质量检测服务。”

双峰县农机特色小镇项目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易鹞鹉说。

“一家农机企业，一年需检测一两次，一次不过几千

元。可投入一条大型检测设备线，动辄二三十万元甚至

上百万元。”刘翔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样的投入，仅靠企

业自己有点跟不上。

为巩固小镇特色，让小镇聚焦主业，做到“小而优”

“精而强”，湖南省出台《湖南省支持省级特色产业小镇发

展的政策意见（2019—2021 年）》，从产业集聚、链条延

伸、创新升级等方面着手，推动小镇实现小空间大集聚、

小平台大产业的转型发展。共享检测平台的建设，正是

政策落地的一个体现。

“支持县内规模以上农机配套企业做大做强，对其配

套产品覆盖全县 80%以上企业的，由县财政予以奖励。”

易鹞鹉说，通过补链和强链，小镇特色更鲜明。“目前，永

丰农机小镇零部件本地配套率在 80%以上。”

永丰街道的农机产业，是湖南着力为特色小镇配套、

延链、提升的缩影。

在文家市镇，红旅营研学基地、民兵训练基地等一批

红色旅游主题项目已形成声势。自 2019 年 7 月入驻运营

红旅营研学基地以来，浏阳市城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已接待 4 万多人次；浏阳市永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

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的形式进驻纪念园文创商店，让

红色文旅“破圈”生长。

华容县三封寺镇围绕“一棵芥菜”发力，逐步形成“有

基地、有园区、有品牌、有龙头企业”产业化新发展格局，

2020 年贡献产值达 9.2 亿元。

辐射周边 振兴乡村

“以前去矿区上班，整日里一头灰，现在干干净净，真舒

服。”宁乡市煤炭坝镇佳仁门业，职工吴建强笑容满面……

过去，煤炭坝靠煤炭“发家”。2014 年，煤炭坝关停

大小煤矿 11 家，开始从“挖煤”转向“造门”。几年间，100
多家门企及配套产业落户此地。

在政府引导下，如今煤炭坝镇渐渐成为湖南最大的

门业生产基地。在这波产业转型大潮中，濒临下岗的井

下工人吴建强，顺利实现了再就业。整个小镇上，和他一

样找到新职业的超过 6000 人。

在邵东市仙槎桥镇青山村，因为仙槎桥五金小镇的

带动，7 家企业加入五金工具产业链，吸引外村劳动力超

300 人，呈现出镇村协同发展之势。青山村乃至周边村

子的村民，早早过上了亦工亦农亦商的新生活。村民郭

鹏程回村开办五金工具网上店铺，“现在每天发货几十

单，日均收入保底三四百元。”

产业兴、生态兴。“产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月牙湖

水景公园、玉煤大道沿线休闲景观带，让曾经灰扑扑的煤

炭坝改头换面，吴建强眼里一片清澈：“现在的煤炭坝，除

了名字，哪还有煤炭的影子？”

放大基础优势，融合生产生活生态，如今的湖南特色小

镇建设成果丰硕。2020年，仅 20家特色文旅小镇贡献文旅

总收入就达 168.51亿元；15家工业特色小镇缴纳税收 13.5
亿元；首批农业特色小镇吸纳就业人数 21.19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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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5 日，随

着樱花进入盛花

期 、亲 水 游 玩 开

启，山东青岛正式

进入旅游 旺 季 。

在青岛首届樱花

节举办地青岛中

山 公 园 ，一 位 家

长将孩子举过头

顶观看樱花。

俞方平摄

（人民视觉）

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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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制图：沈亦伶

（上接第一版）在网上教做渔家菜、带货土特

产。由此，沿湖村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人生中首场直播，刘柳和搭档提前做了

功课，结果仍不理想。“准备的台词翻来覆去

讲了个遍，仅吸引到 15 个粉丝、卖出去 100 多

元钱的货。”

怎么改进？姑娘们合计：村里的渔民来

自各地，有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吸引人的

渔文化故事。刘柳一家三代两次创业的经

历，拿到直播间一讲，就有很多粉丝爱听……

渔文化故事搭配当季农产品——摸出了

门路，沿湖村的土特产开始在网上走红。刘德

玉家滞销的鸭蛋一口气卖出去 10万多枚；农户

们也主动将虾米、鱼圆、咸鹅等农产品送上门。

“最多时收购上百家的土特产，虾米收购

价从每斤 100 元涨到 120 元，让乡亲们分享电

商红利。”刘柳说，有手艺的老渔民还送来手

工制作的香包、竹编等文创产品，请直播队帮

着代销。

从吆喝产品到吆喝风景，直播队越干越红

火。游客们循着网线走进村子，餐饮民宿、民

俗活动、节庆赛事，再度红火起来；清明节之前

半个月，刘柳家的民宿就在网上预订一空。

“今年已接待游客 5万人次，预计全年旅游

收入可达 1600万元。”刘德宝介绍，通过拓展茶

吧书屋、民宿客栈、创客课堂等多元载体，承接

团建、研学、聚会等线上线下服务，沿湖村正打

造乡村旅游多业态，让小康路越走越稳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