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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杨意红，1941 年出生，湖南浏阳人，曾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

代表。1986 年获得“全国农村科技致富能手”称号，2006 年获得

“星火科技二传手”称号。他先后培育出 300 多个辣椒新品种，

其中 30 多个品种在全国广泛种植。

■记者手记R

杨意红是个农民，却能钻研出不少种植

技术，靠的就是爱学习、肯钻研。

杨意红的办公室里，除了几台连接大棚

物联网的电脑，几个大书架最为显眼。书架

上的书，经过多次翻阅，很多都已泛黄、卷边；

一本本密密麻麻的笔记，更是记录了他的勤

奋与好学。

“ 勤 学 习 ，多 思 考 ，技 术 才 能 紧 跟 时 代

跑！”这些年，杨意红向书本学、向互联网学、

向能人学、向专家学，培育出一个个辣椒新品

种。如今年过八旬的他，仍然每天早上 5 点

起床，天一亮就扎进大棚忙活，得空便在办公

室里看报、看书……他用自己的勤奋好学，做

出了不凡的事业，也启示我们：坚持学习，勇

于实践，不断成就更好的自己，就能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贡献更大的

价值。

勤奋好学

做出不凡事业

■R 讲述·一辈子一件事

上图：杨意红在查看辣

椒生长情况。

彭红霞摄

左图：1985 年，高校老

师在参观杨意红（右一）的

试验田。 资料照片

这两天，湖南省浏阳市葛家镇杨意红的

辣 椒 育 苗 大 棚 里 ，一 排 排 辣 椒 苗 正 茁 壮 生

长。“今年我们单独辟了两块地，开展虫媒授

粉代替人工授粉的试验。”除了育苗和技术攻

关试验，杨意红还担任技术顾问，帮助建设辣

椒基地，提升产量和品质。

和辣椒打了 60 年交道，先后培育出 300
多个新品种，培训杂交育种技术人员 1000 多

人次、丰产栽培能手 5000 多人……辣椒是杨

意红一辈子的事业，如今 81 岁的他，仍然坚

守在辣椒育种一线。

“培育新品种辣椒带动
农民增收，是我做研究的最
大动力”

“我是农民的儿子，希望通过我的努力，

让农民收成更好。”爱钻研、敢闯敢试，1956
年，年仅 15 岁的杨意红便成了一家青年农业

化工厂的负责人。然而他却带领一群年轻人

搞起了蔬菜育种试验。

1961 年 ，杨 意 红 担 任 乡 里 的 农 业 技 术

员。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他干劲十足，向书

本学、向能人学，还经常去敲大学与农科院专

家的门。凭着一股子钻劲，他成了当地有名

的农技能手。

1982 年分田到户后，杨意红回到家中务

农。他包制种、包技术、包销售，带领 150 多

户农民种西瓜，1986 年还创办了一个民间果

蔬实用技术研究所。在他的带动下，浏阳涌

现出了好几个蔬菜种植大户，杨意红也被评

为“全国农村科技致富能手”，并当选为第七

届全国人大代表。

当地农民一直有种长线椒的习惯，并自

发形成了一个小型辣椒市场。可当地辣椒产

量不高、上市时间短，椒农要想增收，必须突

破品种瓶颈。

“培育新品种辣椒带动农民增收，是我做

研究的最大动力。”杨意红从农户家中找到了

几百棵合适的单株，开始了辣椒育种事业。

随着辣椒品种越来越好，杨意红的辣椒育种

事业也越做越大了。

1987年的初冬，杨意红带着 30多名老乡，

到海南三亚去做辣椒育种，并逐年扩大了育

种规模。后来，浏阳农民在海南种植辣椒的

规模也越来越大，每年运回湖南的辣椒就达

10多万吨。

“我们培育的多个新品种不仅在湖南推

广，还被引入到广东、广西、云南、陕西等省

份，得到了农民的广泛好评。”杨意红说。

“多做试验比匆忙入市
好，新品种要经得起考验”

品种改良，创新无止境。怎样才能让辣

椒抗高温、更高产？2011 年，70 岁的杨意红

着手攻克这个难题——用从外地引进的辣椒

做父本、本地辣椒为母本做杂交试验。

杨意红不记得自己翻阅了多少资料、跑

了多少趟省城求助专家。2014 年，杂交试验

终于获得了成功，一棵 3 米多高的辣椒树，成

了大棚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当时，本地辣椒一般是一年生，而这棵

辣椒树第一年基本没挂果，第二年非但没枯

死，还长满了红辣椒，树顶则持续开花、结果，

高产期持续了 3 年。”杨意红说，新品种能实

现亩产辣椒 6000 斤以上。

更让杨意红满意的是这棵辣椒树的抗温

性——一般气温到了 35 摄氏度本地辣椒就

不挂果了，而这棵辣椒树在气温达到 40 摄氏

度以上时还能结果。此外，它产出的辣椒适

合干鲜两用，辣度也高，从中提取的红色素、

辣椒素质量也很好。

这么好的新品种，杨意红却不急于推广，

他有自己的考虑：“多做试验比匆忙入市好，新

品种要经得起考验。试种效果好，再去推广。”

秉持着对农民和消费者高度负责的态度，杨

意红研发的 30 多个辣椒新品种通过审定后

在全国广泛种植，每年种植面积超过 20万亩。

“有一丝成功的希望，我
就要去尝试”

杨意红先后培育出多个辣椒新品种。不

少人夸赞他，杨意红心知这是大家对他的肯

定，更是一种激励：“在培育新品种的路上，

99%都是失败的；有一丝成功的希望，我就要

去尝试。”

2016 年，湖南湘阴的樟树港辣椒遇到了

急需提纯的问题，很多技术人员攻关都未成

功。最终，这个任务交到了杨意红手中。

杨意红专门将种子带到海南去选育，一

开始效果也不理想。反复遇挫后，他又精挑

细选了 1300 多株试验苗进行选育，最终挑出

几棵最好的，移栽到浏阳。经过多年的努力，

樟树港辣椒提纯难题终于得到解决。

“我希望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能让市场满

意、椒农开心。”这些年，最让杨意红骄傲的

是，为老家培育的葛家“鸡肠子辣椒”获评国

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2018 年 7 月，葛家

“鸡肠子辣椒”正式上市，同时作为重要的产

业扶贫产品，从葛家镇走向全国。在河南南

阳，以“鸡肠子辣椒”作为母本的“辣丰 3 号”

辣椒种植面积超过 1 万亩。

专 注 助 农 ，不 求 回 报 。 谈 到 下 一 步 打

算，杨意红表示，只要自己还干得动，就会一

直干下去，“我希望能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

力量！”

60年培育 300多个辣椒新品种，杨意红——

“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农民收成更好”
本报记者 顾仲阳

本报杭州 2月 21日电 （记者窦皓）21 日，杭州亚运会

进入倒计时 200 天，一场别具特色的亚运文化活动在浙江

杭州举行，以全省联动、全城互动、全民参与的形式传递人

们喜迎亚运的热情和对亚运盛会的期盼。

活动现场，市民代表、体育运动爱好者、行业代表、民间

艺术家、群众演员因亚运而相约，3 场精湛的表演掀起高

潮。同日，宁波、温州、湖州、绍兴、金华 5 个协办城市也举

办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活动。

本次活动由 2022 年第十九届亚运会组委会主办。据

介绍，杭州亚运会筹办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截至目前，

57 个竞赛场馆完工 50 个，剩余 7 个场馆预计在今年 3 月底

前全部竣工，4 月底前完成赛事功能验收。31 个训练场馆

目前已有 11 个竣工。

接棒冬奥，冲刺亚运

杭州亚运会进入倒计时 200天

本版责编：张彦春 宋 宇 刘涓溪

2 月 20 日，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迎来一场春雪，白雪与油菜花交相辉

映，吸引人们前来观赏。

图为罗平县金鸡峰丛油菜花景观。 毛 虹摄（影像中国）

（上接第一版）欣欣向荣的全民健身活动成为一张“国家

名片”。

“发展体育事业不仅是实现
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还能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
大精神力量”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正值“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

交相辉映，谱写出灿烂的时代华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体育事业不仅是实现中

国梦的重要内容，还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

气的强大精神力量。”

北京冬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勇夺 9
枚金牌、4 枚银牌、2 枚铜牌，取得了我国参加冬奥会的

历史最好成绩，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为成功举办

北京冬奥会作出了重大贡献。

国际赛场上，我国体育健儿奋勇拼搏，以“使命在

肩、奋斗有我”的豪迈担当，让世界看到了新时代中国青

年开放自信、勇于超越的意志品质。

仁川亚运会、雅加达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持续

蝉联金牌榜榜首；奥运会等世界大赛上，我国健儿用豪

情挥洒梦想，靠拼搏写下荣光，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019 年 9 月 29 日，中国女排以十一连胜再夺世界

杯冠军，第十次站上世界排坛“三大赛”的最高领奖台。

正如时任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所言，“每一次比赛，我们

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爱国主义，是闪耀在赛场

上最动人的精神，鼓舞着健儿拼搏，激昂起民族志气。

“人生能有几回搏”。2021 年 8 月 1 日，苏炳添在东

京奥运会男子百米比赛中跑出 9 秒 83，让全世界看到了

“中国速度”。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的金牌

数、奖牌数均位居第二，追平境外参赛最好成绩。

刚刚落幕的北京冬奥会上，奖牌和成绩铭刻了中国

冰雪运动的众多“第一次”——第一枚女子雪上项目金

牌、第一枚男子速度滑冰金牌、第一枚单板滑雪金牌，还

有更多的第一次参赛、第一次晋级……在令人激动的新

突破中，以往的“冰强雪弱”正得到有效改变，雪上运动

正迎头赶上。

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志气……体育健儿的优

异表现，向世界展示了新时代的中国形象和我国社会主

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体育健儿创造的以“为国争

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

搏”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体育精神，丰富了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内涵，激发着全国人民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热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

强大精神力量。

“我们每个人的梦想、体育强
国梦都与中国梦紧密相连”

建设体育强国的奋斗之路，映射着综合国力的提升

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群众体育、竞技

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等各方面发展，深入实施全民

健身国家战略，提升体育公共服务水平，大力发展冰雪

运动，体育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冬奥会开幕式上如诗如画的二十四节气展示，赛场

内外中国体育健儿的拼搏精神和自信气质，无数志愿者

的真诚微笑和专业服务……北京冬奥会的点点滴滴，都

在向世界讲述着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展示着新时代的中

国风采。作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如期举办的

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中国“言必信、行必果”，举办了一

届“真正无与伦比”的冬奥会，为奥林匹克运动贡献了中

国智慧、中国方案，展现了大国气度、大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就像是

一个弹射器，可以推动我国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飞跃式

发展。”

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飞跃式发展，正是中国体育在

新时代阔步发展的一个缩影。

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放管服”改革，努

力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体育发展新机制，营造良

好的体育发展环境。体育的综合社会功能与日俱增，体

育改革也在向纵深推进。

体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社会各界参

与办体育的积极性不断提高。2017 年，群众项目比赛

首次亮相天津全运会，这一前所未有的举措传递着鲜明

的导向；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青少年体育工作

不断加强；深化体教融合，体育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

体育产业成为助力经济增长、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拉

动就业消费的重要引擎。2013 年以来，国内举办的各类

全国和国际体育赛事每年超过 1000 场；体育产业总规模

和增加值持续上涨，居民人均体育消费不断增加。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与奥林匹克一

路同行，中国体育写下一页又一页华彩篇章。

赛道上奔跑的脚步、雪场中飞驰的英姿、球场里跃

动的身影……中国体育的奋进故事与时代潮流同频共

振，不断推动着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每个人的梦

想、体育强国梦都与中国梦紧密相连。”

用奋斗创造美好未来，用拼搏成就新的梦想。努力

将体育建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中国

体育正展开一幅更加壮阔的时代画卷。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举办，

中国冰雪运动的参与人数有了

突飞猛进的提升。北京申冬奥

过程中，中国正式向国际社会

作出“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的承诺。数据显示，从 2015
年 北 京 申 冬 奥 成 功 到 2021 年

10 月间，全国冰雪运动参与人

数达到 3.46 亿人，居民参与率

达 24.56%。

冬奥会的到来，让冰雪运

动 的 种 子 得 以 在 中 国 各 地

播撒。

吉林省目前已建成 50 个滑

雪场，雪道总数 347 条，雪道总

长度 298公里，雪道总面积 1032
公顷。已建成 557 所省级冰雪

运 动 特 色 学 校 ，滑 冰 馆 已 由

2015 年的 5 座增加到现在的 15
座，每年利用自然冰浇冰场 400
块以上，带动大量来自各个年

龄层面的人群参与冰雪运动。

北京市体育局提供的数据

显示，北京的冰雪场地设施供

给几年间大幅攀升。冰雪场地

由冬奥会申办前的 42 座冰场、

44 块冰面、22 处雪场，发展为

目前的 82 座冰场、97 块冰面、

32 处 雪 场 。 全 市 冰 雪 运 动 特

色学校和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

校均达到 200 所。“冰雪运动进

校园”做到了 16 个区全覆盖，

中 小 学 生 上 冰 、上 雪 已 达 约

210 万人次。

河北省张家口市已建成室

内滑冰馆 20 座、冰雪运动培训

基地 59 家，创建冰雪运动特色学校 100 所。建成大型滑雪场

9家，拥有高、中、初级雪道 177条、总长度 164公里，分别占全

省的 65%和 88%，全市参与冰雪运动人数突破 220万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表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新疆已建成各类冰雪场地共 188 个，其中冰雪游乐园 60
个。在各方努力下，新疆冰雪运动已拥有速度滑冰、越野滑

雪、高山滑雪、短道速滑、跳台滑雪、钢架雪车等项目专业队

伍，冰雪运动人才纷纷涌现。

四川省积极壮大群众冰雪运动组织，连续举办 3 届“全

民健身冰雪季”，参与人数逐年增加，2020 年度已超过 800
万人次。

浙江省 8 个地市建有冰雪运动场所，共有滑雪场 16 家

和滑冰场 7 家，其中四季开放的室内滑雪场 6 家。2020 至

2021 雪季共有 143.3 万人次参与冰雪运动。

在广东省广州市，“冰雪特色校+冬季奥林匹克教育示

范校+高水平冰雪运动队”的立体发展格局初现。

在云南省，室内冰场、雪场加快建设，“滑真冰”“滑真

雪”成为热门打卡项目。

…………

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玉民表示：“北京冬奥

会最重要的遗产成果就是实现了‘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的目标。”

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杨扬表示，体育没有

国界，全世界共享；中国通过筹办北京冬奥会，不但实现了

“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还给世界冰雪运动提

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商机。欧美

各大滑雪品牌闻风而动，纷纷开始布局中国市场。生产滑

雪服等产品的德国博格纳（Bogner）发布消息说，将与中国

品牌波司登成立合资公司，计划 5 年内在中国开设约 80 家

门店。美国运动服装企业 Volcom 也于 2021 年 11 月在北京

开设了在中国的首家门店。

“就我了解的情况，国外品牌非常看好中国滑雪市场发

展的潜力，恐怕任何一家有远见和雄心的企业，都不愿意错

过这个市场机遇。”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

裕雄说。

北京市滑雪协会副主席、北京雪帮雪业首席执行官伍

斌表示，从全球角度来看，北美和欧洲的滑雪市场都已经进

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日本和韩国的滑雪市场甚至处于

下滑状态。“中国是唯一一个高速增长的市场，中国市场的

增量会变成全球的增量。从我接触到的国外业内人士来

看，他们对中国市场的预期和判断，比国内同行的预期更为

乐观。”伍斌说。

瑞士旅游部门官员西蒙·博斯哈特表示，对于冰雪旅游

胜地瑞士来说，在北京冬奥会带动下，中国冰雪运动人口的

快速上升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他说：“对于我们来说，

北京冬奥会在远早于 2022 年 2 月之前其实已经开始，我可

以感受到，随着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的推进，中国人对于冰

雪运动的兴趣也急速提升。”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指出，本届冬奥会中国最大的贡

献就是实现了“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一目标。“哪怕

这 3 亿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决定成为专业的冰雪运动从业

者，未来全球冰雪运动也会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格局”。

冬奥会已经闭幕，但中国冰雪运动快速发展的大幕才

刚刚拉开。“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中国的承诺，也

是中国为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新华社北京 2月 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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