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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R

人物名片

杨士莪：1931 年生，河南南

阳人，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中

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最早的水

声 领 域 研 究 专 家 之 一 ，现 任 中

国声学学会名誉理事长。杨士

莪 参 与 研 制 水 声 定 位 系 统 ，并

完 成 一 系 列 长 基 线 、短 基 线 和

超 短 基 线 水 声 定 位 系 统 ，为 中

国 水 声 学 科 建 设 、制 定 水 声 发

展规划作出了贡献，专著有《水

下 噪 声 学》《水 声 传 播 原 理》。

积极推动我国大型深海水声综

合 考 察 任 务 ，并 获 取 了 大 批 宝

贵资料。

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人生，有时看似“被动

接受”，实则“迎难而上”。从学习物理到报名

参军、再到海道测量，杨士莪在一次次国家的

“急需”中，迎接了一个个新的挑战。“心里要

装着祖国，要把自己的前途永远和国家的需

要、人类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他看

来，搞科研的目的是让祖国更强大。

在经历一次次“转行”之后，杨院士“遇

见”水声学，并将其作为毕生研究领域，在澎

湃的大海上，他迎风破浪，承担起使命担当。

时光荏苒，他一步一个脚印，终成中国水声工

程奠基人之一。笔者来到杨院士家中采访

时，老人正伏案钻研；桌上是学生传来的水声

科技论文。

七十年过去，依旧勤勉如初。他如“莪”一

般，毕生工作在水边，生命不止，壮心不已……

守护心中的那片蔚蓝

“国家需要什么，我就
研究什么”

“莪”，是一种生长在水边的多年生草本

植物，生命力顽强。

杨士莪的童年，正逢战乱、家境贫寒。他

曾跟随家人辗转多地，并逐渐在心里埋下了

科研报国的种子。1950 年，正在清华大学物

理系读书的杨士莪感受到国家的需要，心中

暗想：“参与海军建设既能完成报国夙愿，又

能在国家建设中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并能胜任

的岗位。”于是，他毅然报名参军，提前告别了

学生时代。

几年的军队生活后，杨士莪来到大连海

军学校当教员，之后又被抽调北上，参与哈尔

滨军事工程院校组建，成为第一批教员。

水声工程，是对水下声学特性及其应用

的研究。光波、电磁波在水中都会有严重的

衰减，只有声波可远距离进行信息传递而衰

减较少。因此，在探测海里情况方面，水声科

技至关重要。

当时，我国水声科学研究仍很薄弱。为

此，杨士莪自学多国外语，一头扎进了这个陌

生领域。“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回

忆当时的选择，杨士莪这样说。

1957 年，杨士莪被派往苏联科学院声学

研究所进修，在那里他拓宽了眼界，也坚定了

他在水声科学领域攻关的决心。回到学校

后，他立即着手拓宽专业领域，建立了一个理

工结合的综合性水声工程专业。

他的这一想法也引来了质疑：“我们系的

声呐教研室，已经开了全国的先河，有必要改

变现状吗？会不会有些好高骛远？”杨士莪则

认为：“水声科学是涉及面非常广的专业领

域，如果我院只是办声呐专业，难以获得更好

的发展。不立这个标杆，不向这个方向努力，

我们就永远达不到更高水平。”

在杨士莪的倡导下，我国第一个理工结

合的水声专业诞生了。如今，哈尔滨工程大

学创建的水声专业已成长为我国著名的水声

科研基地和水声人才培养基地。1981 年，该

学 科 点 获 得 国 家 第 一 批 博 士 学 位 授 予 权 ；

1987 年，第一批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并建立了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93 年，国家级国防科技

重点实验室在此建立……从这里走出去的人

才，为我国水声领域的科学研究发挥了重要

作用。

“大海变幻莫测，坐在
家里搞研究肯定是不行的”

1994 年，载着近百名科研人员的水声科

学家考察船出发开始科考。杨士莪担任首席

科学家和考察队队长。

在深海区域作业时，太阳几乎垂直高悬

于头顶，甲板温度高达 70 多摄氏度，烫得没处

落脚。为了做试验，科研人员顶着烈日，抱着

100 多斤的线轴在电缆堆里钻来钻去。

“赶上大风浪，许多试验就做不了。只能

趁着风平浪静的时候，没日没夜地连轴转。”

杨士莪当时已年过花甲，和大家一起承受着

高温酷热、缺少淡水、没有蔬菜等困难。其他

人可以轮班，作为队长的杨士莪，为了掌握整

体情况只能一直坚守，常常半个月也睡不上

一个完整觉。

海上试验周期难以预估，有时甚至面临

淡水告罄的情况。实在渴急了，大家就把压

载水舱里漂着油污的水烧开了喝。有一次出

海，还没等试验结束就几乎断粮了，仅剩下一

点米和一桶盐，在潮热难耐的气候条件下，大

家就白天做试验，晚上捕鱼，以盐水煮鱼为

食，一直坚持到试验结束。

去年，90 岁高龄的杨士莪还参与了两次

科学考察。记者问他为什么如此高龄依然坚

持参与科考，他淡然地摆摆手说：“搞研究，不

到现场怎么行？有任何困难都得克服，该坚

持时就要咬紧牙关，迎难而上。大海变幻莫

测，坐在家里搞研究肯定是不行的。”

“科研事业是群体事
业，仅凭一己之力是不可
能完成的”

“我很幸运，年轻时遇到许多好老师。我

深知良师对于做学问的人的重要性，所以更

要教好青年学子。”杨士莪常常说起青年时期

受到的良好教育。

如今，他依然承担着多名博士生、硕士生

的导师工作，继续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和水声

科学研究辛勤耕耘。“科研事业是群体事业，

仅凭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完成的。任何成绩

和荣誉的取得，都是团队努力和集体智慧的

结果。”

哈工程水声工程学院教授朴胜春说，杨

老师上课时的认真劲儿令人敬佩不已，他研

一时修的“水声传播原理”课程，是杨士莪的

主要研究领域。当年，这一方向的研究生只

有朴胜春自己，课堂上往往只有他们师生两

个人。

“即便如此，每堂课上，杨老师都是工工

整整地写板书，常常写满好几个黑板，一丝不

苟。那是我上得最累的课之一，一点儿不敢

偷懒，因为每次杨老师都会提前到教室，在那

里等着我去上课。”朴胜春的言语间对杨士莪

充满敬意。

“发展水声专业，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和支

持，也离不开一代代研究人员的孜孜以求、刻

苦攻关。我还会继续坚持，为水声科学领域

储备更多人才。”杨士莪一边说着，一边望向

窗外，仿佛看到了那片蔚蓝色的海洋……

杨士莪：用心倾听大海的声音
本报记者 方 圆

■讲述·弘扬科学家精神R

本报北京 4 月 12 日电 （记者杨昊）记者从全国妇联获

悉：全国妇联、教育部等 11 个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指导推进家

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2021—2025 年）》，把构建覆盖城乡的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促进

儿童健康成长确立为今后一个时期家庭教育发展的根本目

标，推动“十四五”时期家庭教育高质量发展。

规划明确，到 2025 年，家庭教育立德树人理念更加深入

人心，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各类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阵地数量明

显增加，稳定规范专业的指导服务队伍基本建立，公共服务资

源供给更加充分，覆盖城乡、公平优质、均衡发展的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机制更加

健全，家庭教育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中发挥更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在巩固发展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方面，规划指出，推动中小

学、幼儿园普遍建立家长学校，每学期至少组织两次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活动，做到有制度、有计划、有师资、有活动、有评估。

全国妇联教育部等 11 部门印发《关于指导
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2021—2025年）》

本报呼和浩特 4月 12日电 （记者张枨）记者日前从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按

照《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目标，到

2025 年，内蒙古将基本建成“四横十二纵”综合运输大通道，

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供给水平显著提升。

据悉，到 2025 年，内蒙古公路总里程将达到 21.5 万公里，

其中高速公路达到 8500 公里；铁路运营里程达到约 1.6 万公

里，其中高速铁路达到 1010 公里；民用机场总数达到 70 个以

上；建成综合客运枢纽 3 个、综合货运枢纽 11 个；盟市快递物

流园区、旗县配送中心、乡镇配送站点和“村村通快递”基本

实现全覆盖。在公路方面，内蒙古将加快推动高速公路完善

成网，推进普通干线公路提级改造，深入推进“四好农村路”

建设；在铁路方面，将加快高铁连接成网，提升干线铁路网水

平，加快口岸铁路建设；在民航方面，提升运输机场服务能

力，加快通用机场建设。

内蒙古着力构建“四横十二纵”综合运输大通道

本版责编：董建勤 刘涓溪 吴 凯

本版制图：张丹峰

大江南北，春耕生产紧

锣密鼓。江西省丰城市雷坊

村的育秧车间里，农民们早

已忙碌起来。佳和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雷应国是一名

80 后 ，曾 获 评 全 国 十 佳 农

民。谈起粮食他深有感触：

“咱种粮人得把汗洒在地里，

带着乡亲多打粮、打好粮。”

悠 悠 万 事 ，吃 饭 为 大 。

在全国，众多像雷应国一样

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懂农

业、爱农村、爱农民，带着乡

亲们选优品种、用新科技、护

好耕地，年年抓紧粮食生产，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新技术进
农 田 ，低 产 田
成为稳产田

铺盘、覆土、配水、撒种

……在佳和种植专业合作社

的工厂化育秧车间，一块块

秧盘通过自动化流水线有序

传送，机械臂码盘后，由轨道

车转运到育秧大棚。雷应国

介绍：“一亩标准化秧田可供

应 80 到 100 亩大田，20 天左

右就能移栽。”

雷应国是土生土长的雷

坊 村 人 ，1998 年 返 乡 至 今 ，

跟 土 地 打 了 20 多 年 交 道 。

2009 年，他组织周边乡镇 61
户种粮大户，成立了专业合

作社。从经营一开始的十几

亩田，到上万亩，雷应国成长

为一名懂生产、会管理的新

型职业农民。

“种粮提效率，得靠现代

化！”雷应国在丰城创造了许

多第一：第一个订购天气预报服务农业生产，第一个使用

无人机喷洒农药，第一个引进稻谷烘干设备……

当地有不少冷浆田，土壤温度低、通透性较差。为了

改善田间设施条件，雷应国挖沟通渠，采取油菜晚稻轮作，

因地制宜引进了有序抛秧技术。“新技术进秧田，可以将毯

状的秧苗带土抛掷，保持根系完好，而且横竖行清清楚楚，

通风透气，有利于缩短返青期，促进水稻分蘖生长。”

昔日低产田，焕发新生机。新农技结合精耕细作，去

年雷应国管理的早稻平均亩产达到 850 斤，晚稻亩均产

量达到 950 斤。

向生态要效益，绿色田野长好粮

“种粮实现高产优质，必须养好地。”这是全国农业劳

动模范张新生的切身体会。

张新生是河南省潢川县付店镇骆店村人。早年间，

他在海南三亚的试验田工作。2010 年返乡后，他决心把

学到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应用到地里。

经过调研，张新生发现：“家乡田地土层不厚，雨水偏

多，这些年地力不断下降。2010 年，一亩水稻只需上 50
斤复合肥，到 2018 年增加到 80 斤。”

怎么种地？张新生带着乡亲们向绿色种植要效益。

田间，旋耕机隆隆前行，一垄垄紫云英被翻耕入田，

为土壤积蓄养分。从 2017 年开始，张新生所在的金塔红

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引进养殖 100 头牛，每年把小麦、水

稻的上半截秸秆喂牛，下半截秸秆粉碎还田，形成良性

循环。

田野里绿色成为底色，粮食成色更足。“去年晚稻收

获 170 万斤，打下的大米一斤能卖 4 元，一亩地增收 800
到 1000 元。”张新生说。

绿色种植同样被应用在雷应国的合作社里。“我们发

挥土壤富硒优势，种植抗性强、产量高的优质品种，一斤

绿色稻能卖上 2.4 元；按有机标准种植的地块，一斤稻谷

能卖 3.6 元，物有所值，特别受市场欢迎哩。”雷应国说。

创新组织方式，让乡亲们种
粮多获益

采访中，两名种粮大户坦言，要多发挥组织化力量，

大力推广农业科技，把宝贵耕地用足用好，让更多农民挑

上“金扁担”，促进粮食生产增产增效。

通过提供托管服务和订单收购，雷应国成了当地有

名的“田保姆”。他算了笔账：跟一家一户自己种植相比，

托管地块亩均节省成本 100 多元；统一的种子、机械和技

术服务，有效保障了粮食产量和质量，每百斤晚稻比市场

价高出 30 多元；总的算下来，农户一亩地节本增收 300 元

左右。目前，佳和种植专业合作社托管服务面积达到 5
万亩。

为了更好地服务农业生产，今年丰城市成立了农事

服务中心呼叫平台。“我们合作社 400 多台套农机全部接

入平台，哪个田块有需求，我们及时提供农机服务，大大

提高了对接效率，充分发挥农机作业能力。”雷应国说。

不仅如此，合作社还升级了大米加工生产线，春耕前夕，

一套日加工 300 吨的全自动大米加工生产线在车间就

位，“从卖谷子转变为卖大米，让乡亲们把更多利润攥在

自己手里，种粮积极性才更高。”雷应国表示。

头雁引领带动，乡村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田秀才”“土

专家”。2017 年以来，张新生先后被聘为河南省科技特

派员和省级示范产业发展指导员。

“让大伙都学会科学种粮、提升效益。”张新生坦言，

每年他都要开展品种、技术试验，成熟后推广给附近的农

户。病虫怎么防治、啥时该追肥，农民遇到难题，张新生

总是第一时间提供指导。在他的影响下，物理防治病虫

害、测土配方施肥等一系列技术落地田间，带动 600 多户

粮农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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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新时代

上图：杨士莪近照。

本报记者 方 圆摄

左图：上 世 纪 90 年 代 初 ，杨 士 莪（右

二）在实验室指导学生。 资料照片

4 月 12 日是“世界航天日”。浙江省温岭市滨海小学的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利用废弃饮料瓶制作“水火箭”，学习航天知识，焕

发出学科学、爱科学的热情。图为一名学生正在体验“水火箭”发射。 徐伟杰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