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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R

在孙万仓当初准备投身北方冬油菜研

究时，这一领域几乎无人问津。关注的人

少，就意味着没有足够资源，诚如他自己所

说，“无经验、无资料、无种质”。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

弥足珍贵。”于“三无”条件下起步，从零基

础开始研究，孙万仓在攻克一个又一个科

学难题中埋头苦干，最终培育出在极端低

温下也能成功越冬的冬油菜品种，让冬油

菜种植区域向北跨越 13 个纬度，结束了北

方旱寒区不能种植冬油菜的历史。

唯有不忘初心，才会朝着目标持之以

恒地付出。农业科研与农业生产紧密相

连，条件很艰苦、科研周期长，培育一个新

品种，往往需要科研人员数十年如一日的

辛劳付出。这背后的寂寞与艰辛，没有热

爱，怕是真难坚持。“我的幸福感来自每一

株长成的冬油菜。”钻研四十载，育成 20 个

新品种，孙万仓做了一件自己热爱并想做

的事：“把论文写在油菜地上。”

朝着目标持之以恒地付出

人物名片

孙万仓：生于 1957 年，甘肃会宁

人，甘肃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甘肃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特色作

物产业体系首席专家，农业农村部油

菜生物学与遗传育种三熟制重点实验

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先后获 2020 年度

甘 肃 省 科 技 功 臣 奖 、2021 年 甘 肃 省

“最美科技工作者”等荣誉和奖励；自

1982 年参加工作以来，育成并大面积

推广应用陇油系列冬春油菜品种 20
个，获国家发明专利 15 项，制定行业

技术标准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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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孙万仓在油菜地里做研究。

李学才摄

左图：孙万仓（中）带领学生做实验。

本报记者 王锦涛摄

本版责编：董建勤 刘涓溪 吴 凯

本版制图：张芳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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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轮、球状阀门、导水机构……崔兴国带领团队

将水轮机装配的质量控制落实到各个环节。他开创

的“卡普兰式转轮装配操作法”等多种工艺，广泛应用

到白鹤滩、三峡、溪洛渡等水电站水轮机装配中，为水

电制造的技术创新和质量提升做出贡献。

火花四溅，机器轰鸣。转轮装配平台上，崔兴国（见下图，本报

记者王永战摄）正带领团队成员进行平衡底座校平准备，校平之

后，360 吨重的转轮就将被安放其上……“为了保证水轮机转轮平

稳运行，首先就要实现平衡底座‘零偏差’。”崔兴国介绍。

在位于四川德阳的中国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水轮

机分厂，装配工段工段长、装配主任操作师崔兴国是水轮发电机组

装配的技术骨干。水轮机组主要由转轮、球状阀门、导水机构等部

件构成，在每一次装配过程中，崔兴国始终密切关注每个细节。

转轮装配，是水轮机组装配的重要一环。“转轮装配一般需要

半个月左右，包括转轮与主轴组装和转轮静平衡”。指着眼前数米

高的重器，崔兴国说，“要保证水轮机组转轮平稳运行，实现转轮静

平衡‘零残余’目标必不可少。”

如何理解“零残余”？水轮发电机组运行时，转轮不平衡力矩

越大，高速转动时摆动就越大。因而，通过叶片自身的精密装配，

将不平衡力矩压缩到最小，实现不平衡力矩为零，即达到转轮静平

衡的“零残余”状态。

回忆起在白鹤滩水电站的转轮静平衡工作，崔兴国的徒弟刘

闯直言“难忘而紧张”：“360 吨重、直径 8.6 米的混流式水轮机组转

轮被吊装着慢慢移动，随着平衡仪器数据从不断波动到逐步稳定，

显示出不平衡重为 37 千克/米，远优于规范标准。”不满足于既有

成绩，崔兴国和攻关队员们屏住呼吸，十几双眼睛盯着平衡仪器的

数据，继续操作支撑工具；最终，平衡仪器显示屏上的“两通道”数

据变为“0∶0”，转轮达到平衡。

提起球状阀门装配，崔兴国的“球阀装配操作法”是同事们学

习的榜样。装配水轮机球状阀门，首先要检查关键部件尺寸，其次

则是安装阀门上下游的活动密封环、固定密封环和导环。

怎样保证相应部件气密性和抗压性，是困扰装配工的技术难

题，“结合多年装配经验，我们尝试在装配过程中增加气密试验和

压痕试验”，崔兴国说，将试验加入装配环节，后续返工的可能性大

大降低，装配效率也得以显著提升。

加大压力，通过查看压痕状况来验证密封环的接触状况；通过

气体给压，查看是否存在空气泄漏……而当球状阀门的上下游试

验盖装配齐全，球阀整体还要进行压力试验，“此后还要进行厂内

试验和发电站现场试验”，崔兴国说，只有通过不断的试验验证，球

状阀门的工作特性才能最大程度地得到保证。

与之相比，导水机构的装配则更需精准度的掌握，包括低环装

配、顶盖装配和整体装配，这一部件的装配最核心要掌握三度：一

致度、水平度和同心度。

操作台上，用光电平衡仪细细地测量水平度，精准要达到 0.1
毫米；以光电经纬仪测量同心度，精度也至少需要达到 0.2 毫米。

一次次测量之下，机构装配的一致度终于符合要求，“这一环节，就

得 50 天左右”，对于崔兴国而言，一台水轮机组完整地装配下来，

至少需要 100 天。

追求产品品质与效率，崔兴国还开创了“卡普兰式转轮装配操

作法”等多种工艺，广泛应用到白鹤滩、三峡、溪洛渡等特大型水电

站水轮机装配中，为水电制造的技术创新和质量提升做出贡献。

“只有通过技能水平的提高制造出更高质量的产品，才能为社会创

造价值。”在崔兴国看来，从事制造业就意味着要不断提升技能水

平，追求更高的标准。

东电集团装配主任操作师崔兴国——

精 密 装 配
转 轮 平 衡
本报记者 张 文 王永战

本报北京 6月 14日电 （记者张贺）近日，“奋进新时代 聚力新征

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宣传海报征集展示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

社会广泛征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益宣传海报作品。

本次活动由中宣部宣教局、中国外文局、北京市委宣传部共同指

导，人民画报社、“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承办。活动以“奋进新时代 聚

力新征程”为主题，旨在通过公益宣传海报这一贴近群众、简明鲜活、易

于传播的艺术形式，突出展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昂扬奋进的伟大实践，展示新时代广大干部群众弘扬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精神状态，描

绘壮阔时代画卷、展现火热生活图景、彰显崭新精神面貌、引领正确价

值导向，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浓厚氛围。

据了解，征集时间截至 2022年 7月 31日，申报机构或个人需将作品发

送至邮箱 shzyhxjzg2022@126.com。征集结束后，主办方将评选出一批优

秀作品向社会发布，组织各类媒体平台集中刊发展示。

“奋进新时代 聚力新征程”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公益宣传海报征集展示活动正式启动

走进位于湖北宜昌市点军区的博爱特

殊教育学校，一进门就能听见孩子们的欢笑

声，有的正跟着老师一个词一个词地学说话；

有的正在老师的带领下笑呵呵地做游戏……

“我也是孤独症孩子的妈妈，创办这所

学 校 ，就 是 想 帮 助 这 些 孩 子 尽 可 能 地 康

复。19 年了，不论遇到多大困难，只要看到

孩子们在一点点进步，我心里就充满了力

量！”博爱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冉存英（见右

图，本报记者田豆豆摄）说，从 2003 年创立

至 今 ，学 校 先 后 帮 助 了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的

3000 多名孤独症孩子。

20 多年前，冉存英发现儿子患有孤独

症，她带着孩子四处求医问药，但治疗效果

欠佳；她毅然决定自己想尽一切办法创办

一所特殊教育学校，最大限度地帮助儿子

和其他孤独症患儿……

不懂专业怎么办？学！她找遍宜昌所

有的书店和图书馆，还去外地参加专业培

训，像海绵吸水一样尽可能吸收一切对孩

子有用的知识……现阶段，她已获得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C—PEP 评估师、特殊儿

童心理教育评估师等专业资质，“我为什么

还要学心理学呢？因为我知道，孤独症孩

子的未来其实掌握在家长手里。积极面

对，积极治疗，孩子就有希望！”冉存英说。

冉存英说，学校创办时只有 3 个老师、4
个学生，发展到现在，师生人数翻了近 10
倍。不论省内省外，只要有专业培训，冉存

英都派老师参加，要求所有骨干教师“持证

上岗”，许多特殊教育和心理学方面的专家

被邀请进入学校的“专家团队”。

“我的孩子跟着冉校长 10 多年了，现在

不但能进入普通学校读书，还会自己乘坐公

交车，到宜昌市残疾人支持性就业培训基地

工作。”孤独症患儿小龙的母亲郭女士说。

小龙 2 岁多时被确诊为孤独症，听说宜

昌本地有冉存英创办的博爱特殊教育学

校，郭女士试着把小龙送了过来，“冉校长

让我们看到了孩子一点一滴的进步，那份

喜悦无法用语言形容……”郭女士说。

“冉校长一直在努力，和我们一起坚持

到了今天。”博爱特殊教育学校常务副校长

谭宁说。她清楚地记得：第一道几乎跨不

过去的坎是在 2006 年春节前，那时候，冉校

长建议送老师们到外省进行专业培训；可

一名合伙人坚决反对，争执不下，竟然撤资

了，导致老师们的工资发不出来……最终

是冉校长的丈夫把自己挣的两万多元交给

冉校长，才度过这次危机，“多亏了她的坚

持与韧劲。”谭宁说。

为了让更多孩子受益，2012 年，在相关

政策支持下，冉存英决定将学校转为公益

性、非营利性民营机构。“作为公益性机构，

我们学校就可以让孤独症孩子和家庭直接

受益。”冉存英说，“只要能帮助更多孩子，

做再多我也无怨无悔。”

与 19 年前相比，冉存英深感现在国家

对孤独症患儿的政策越来越好了，“闯过了

黎明前的黑暗，现在终于豁然开朗，我觉得

孩子们的未来充满希望！”冉存英说。

当孤独症儿童长大了，他们的出路在

哪里？“学生赫赫考过了钢琴十级，钢琴大

赛获奖无数，我了解到有家餐厅在招聘钢

琴师，非常适合赫赫。但餐厅负责人还是

有一些顾虑……”冉存英说。“孤独症患者

的典型症状之一，就是行为刻板。但他们

对感兴趣的内容，会非常专注地学习。”冉

存英介绍：有的孩子对音乐敏感，可以做到

刚听过的钢琴曲就立刻弹奏出来；有的孩

子对图片敏感，可以凭借记忆手绘中国地

图；有的孩子对数字敏感，可以背下万年历

……“我在探索将他们的刻板行为转化为

某种职业技能，培养他们的一技之长。”

这些年，冉存英经常带领团队到各地

做关于孤独症的科普讲座，“希望全社会都

能了解、理解、关注孤独症患者，帮助他们

更好地融入社会。”冉存英说。2016 年，在

宜昌市残联就业中心的支持下，冉存英发

起且运营的宜昌市首家残疾人支持性就业

培训基地正式成立，开设手工制作、糕点烘

焙等项目，已培训上百名 16 岁以上的孤独

症患者。“我想架起融入社会的桥梁，让孤

独 症 人 士 拥 有 更 加 光 明 的 未 来 ！”冉 存

英说。

冉存英帮助3000多名孤独症孩子——

“我想架起融入社会的桥梁”
本报记者 田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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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孙万仓的办公室，满地堆着油菜

株，花盆里开的是油菜花，墙根儿摞着的样

本盒里装的是油菜籽，“怎么样？我这块油

菜地，还不错吧？”孙万仓笑着对记者说。

已过花甲之年的孙万仓，从事油菜研

究 40 年，成功培育出能抵抗零下 30 摄氏度

严寒的冬油菜品种，解决了我国北方冬油

菜越冬问题，使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向北跨

越 13 个纬度。

“农业科研周期长，
培育一个新品种并非朝
夕能成”

办公电脑和厚厚的资料旁，放着一个

老旧的罐头瓶，“这是我的水杯。”孙万仓

说，忘了是哪一年，在地头观测油菜时，吃

完罐头没舍得扔。

孙万仓生于自然条件艰苦的甘肃会宁

县，小时候家里穷，顿顿杂粮饭，不见丁点

油花。“一年到头只有几斤清油。”孙万仓

说，当时的愿望是吃油不愁，没想到，这竟

真成了他一生的目标和事业……

1977 年，恢复高考第一年，孙万仓考

取甘肃农业大学，就读农学专业。毕业后，

他就一头扎进油菜研究中……

“白菜型油菜是起源于我国的最古老

的农作物之一，有 6000 多年的栽培史。”孙

万仓说，由于改良工作滞后，农艺性状与抗

病性等不能适应生产需要。

上 世 纪 八 九 十 年 代 ，甘 肃 种 植 的 油

菜 品 种 多 是 老 品 种 ，虽 然 早 熟 、抗 旱 ，但

产量低、品质差、含油率低。“亩产最高也

突 破 不 了 300 斤 ，几 乎 没 有 含 油 率 高 于

40%的品种。”孙万仓带领团队瞄准“提质

增 效 ”，引 进 国 外 优 质 油 菜 种 质 展 开

研究。

“农业科研周期长，培育一个新品种并

非朝夕能成。”孙万仓说，每到花期，清晨 6
点半起床，简单洗漱后直奔试验地，选亲

本、取花粉，安排好工作后回家安顿女儿穿

衣、吃饭、上学，然后赶到试验地继续工作；

中午下班后，赶忙回家给女儿做午饭，女儿

上学后他再返回试验地，晚上接着查找资

料……

日复日、年又年，孙万仓团队通过杂交

等途径，育成我国北方首个低芥酸、高油分

甘蓝型春油菜新品种——“陇油 1 号”。

“这个品种芥酸仅为 0.4%，含油率却

高达 46.5%。”孙万仓说，不仅营养价值优

于当时的主栽品种，而且出油率也高出好

几个百分点。此后，孙万仓又主持育成双

低甘蓝型春油菜品种“陇油 2 号”等多个优

质品种，含油量、产量、油的品质等不断突

破，“油菜成为甘肃省第一大油料作物。”孙

万仓说。

“让北方旱寒区不能
种植冬油菜成了历史”

在我国，油菜种植大致以北纬 35 度为

界，分为春油菜和冬油菜两大区域。以往

界线以北，天气寒冷，油菜过不了冬，几乎

全都种植春油菜。

1996 年 4 月，孙万仓赴河西走廊调查

研究，看着祁连山下绿油油的冬小麦，他萌

生了研究冬油菜的想法，“小麦能在此越

冬，油菜为什么就不行？”孙万仓想：倘若解

决了油菜的抗寒问题，将冬季闲置的土地

资源利用起来，就能增加油料作物产量。

可 是 ，如 何 让 冬 油 菜 跨 越 北 纬 35 度

线呢？

“无经验、无资料、无种质。”孙万仓回

忆：那时候，北方冬油菜抗寒研究几乎无人

涉足，抗寒性状的鉴定及遗传机制等研究

均为空白……

从零做起！孙万仓把从不同地区征集

的种质材料在新疆、东北和甘肃河西走廊

等地进行抗寒鉴定分析，将上千个群体、数

万个个体进行比较和研究分析。从华北平

原、东北黑土地到新疆阿勒泰，都留下了孙

万仓调研冬油菜形态、性状的身影……经

过 10 多年努力，他终于探明了抗寒的主要

植物学性状，并建立了相应的抗寒性评价

方法分级指标。

“基础理论搞清楚后，就要解决更关

键的问题——抗寒种质的培育。”孙万仓

介绍，他利用了轮回选择、远缘杂交、感温

性选择等多种方法进行抗寒种质的创制、

筛选，提出“高温鉴定低温选择”的抗寒种

质 创 制 思 路 与 方 法 ，一 遍 遍 、一 代 代“ 淘

金”，育成了一大批强冬性抗寒种质，“截

至目前，我们已经拥有抗寒种质 2 万份，

是国内最大的强冬性抗寒冬油菜种质库

之一。”

抗寒种质问题解决后，育种效率也显

著 提 高 。 2007 年 ，孙 万 仓 育 成“ 陇 油 6
号”，在零下 30 摄氏度的极端低温下，越

冬率也稳定在 85％以上，成为当时我国唯

一能在甘肃河西走廊、新疆等地越冬的冬

油菜品种。这一成果，成功地让我国冬油

菜种植范围向北跨越 13 个纬度，从北纬

35 度左右地区延伸至北纬 48 度的新疆阿

勒泰等地，“我可以很自信地说，让北方旱

寒区不能种植冬油菜成了历史。”孙万仓

说，这些品种亩产 400 多斤，较当地胡麻、

白菜型春油菜等传统油料作物增产 30％

以上。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落实‘藏粮于技’，关键在于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

孙万仓办公室窗台上摆着一排花盆，

种的是不同品种的油菜，有的花期正盛，有

的角果已长成……

不外出、没课时，孙万仓会一边观测这

些油菜的株高、根长、角果等特征，一边认

真做记录，还会随手摘下成熟的角果，品尝

油菜籽，“品质是评价品种的重要指标。”孙

万仓说，以前由于缺乏速测仪器，感官品尝

是我们常用的品质鉴定手段之一。“比如这

个材料，属于味道发苦的品系，榨油后的油

渣就不宜用作饲料。”孙万仓说，如今，实验

室仪器齐备，土办法不再用，但他还是会习

惯性地尝品质。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落实‘藏粮于

技’，关键在于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业

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孙万仓说。

今年初，会宁县、通渭县等地降温早，

冻害较往年早半个月。当地海拔 2000 米

的山区，正推广试种孙万仓的一批新油菜

品种；顾不得许多，孙万仓以最快的速度赶

往 200 多公里外的油菜地，“雪有 5 厘米厚，

但油菜没有丝毫受冻迹象。”孙万仓悬着的

心落了下来……

“如今，冬油菜抗寒性改良得到突破，

接下来，还要跟进提升品质、革新种植模

式，推进粮油协同增产。”孙万仓说，冬油菜

推广过程中，面临着传统理念等方面的挑

战。比如，在传统的春播油料作物区，有传

统的作物结构、食油习惯与种植制度，要打

破这个传统、重建种植制度十分不易。“农

业科学研究没有捷径，只有不断打破常规，

才能不负韶华。”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实施

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孙万仓说，北

方有大面积的冬闲田，可发展冬油菜种植，

不但能提高食用油自给率，也能够把北方

一年一熟的种植模式，逐渐变为一年两熟

或两年三熟，“使北方冬季闲置的耕地为粮

油生产发挥更大作用，让老百姓的油瓶子

里多装中国油。”

如今，孙万仓已育成并大面积推广应

用的冬春油菜品种达 20 余个，抗寒性、适

应性和丰产性一代强过一代。

钻研油菜四十载，惠及万家粮油仓。

“我的幸福感来自每一株长成的冬油菜，我

希望让辽阔大地长出更多油菜花。”孙万仓

看着窗台上的油菜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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