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副刊 2022年 12月 19日 星期一2020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 24.00元 零售每份 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 003号

河北柏粮粮食储备有限公司，是享誉全

国的国有大粮库。

仓库里，溢满醇厚的麦香。几十万吨小

麦，静静地贮藏在这里。

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这里走走，那里看

看，摸摸又闻闻……他叫尚金锁。

一

1951 年 10 月，尚金锁出生在河北省柏乡

县 的 一 个 偏 僻 农 村 。 兄 妹 八 人 ，他 排 行 第

七。因为饥荒，家里不时断粮，常以野菜树叶

为食。

对 于 饥 饿 ，尚 金 锁 有 着 刻 骨 铭 心 的 感

受。小时候经常饥肠辘辘的他，后来个头刚

刚达到 1.6 米。

似乎是命运的安排，1974 年，尚金锁被

调到公社粮库当临时工。由于他初中毕业，

喜欢数理化，便被安排做会计工作。

这个粮库始建于 1963 年，占地 4 亩，仓容

不 足 百 万 斤 ，是 河 北 省 基 层 粮 库 中 很 小 的

一个。

因为设备差、技术弱，粮库经常发生虫咬

鼠盗等储粮不安全现象。见此情景，尚金锁

主动请缨，担任粮食保管员。

“当保管？又累又脏。会计多好啊，又轻

巧又清闲。”人们都笑他傻。

尚金锁憨憨一笑，也不争辩。

从此，23 岁的尚金锁，开始了粮食保管

员的生涯。

粮食保管，使命如山。

这份工作虽不起眼，但尚金锁充满了干

劲儿。一上岗，他就把仓库内外打扫得干干

净净，虫咬鼠盗明显减少。当年，他就戴上了

大红花。

虫害是粮食的最大敌人，也是所有保管

员的最大对手。

当时各地粮库，大都是年纪较大的保管

员负责仓储保管，而尚金锁是保管员中最年

轻的。

他虚心向老师傅学习。一些常规治虫技

术确实有效，但他发现：有些虫子明明已经杀

死，过一段时间却又活蹦乱跳。这是为什么

呢？尚金锁决定一探究竟。

凡是粮库中能找到的虫子，他都收集起

来。玉米象、赤拟谷盗、杂拟谷盗、锯谷盗、大

谷盗、麦蛾、印度谷蛾……他选出了 27 种，分

别养在大大小小 100 多个瓶子里。每个瓶子

都 贴 上 标 签 ，仔 细 观 察 其 生 活 习 性 和 繁 殖

过程。

虫子在什么环境下可以生长，需要什么

样的温度、湿度条件……

养虫子看似简单，却是一门高深学问。

为了掌握这门学问，了解虫子的习性，尚金锁

每天和虫子待在一起，可以说是陪着虫子一

起吃饭，一起睡觉。

虫子产卵了，一个个针尖大小，阳光下圆

润饱满、五颜六色。幼虫破卵而出了，一个个

生龙活虎……

整整 3 年，尚金锁摸清了各种害虫在不

同环境下的生活习性、繁殖过程、耐药性和危

害规律，掌握了少用药或不用药的科学依据，

并研制出 3 种低药技术。

国家规定，每立方米粮食的磷化铝杀虫

药剂用量为 6—9 克。而尚金锁，只用 1—2
克，且杀虫效果更好。

害虫经过卵、幼虫、蛹、成虫 4 个生命阶

段，一般需要 45 天。尚金锁根据成虫、幼虫

抗药力差的特点，应用磷化氢缓释技术，把药

物投放到扎有针孔的塑料袋里，让药效缓慢

释放，药效期可长达 60 天。如此，一次用药

就能彻底杀死各期害虫，粮食便可常年保鲜。

国家规定，小麦储存期一般为 3—5 年。

常规杀虫一年熏蒸一次，而采用缓释法，整个

储存周期只需熏蒸一次。

用药再少，不如无药。

尚金锁敏感地意识到，确保粮食品质安

全，需要更加科学、无害的手段。

为了全面掌握科学保粮规律，尚金锁设

计了一套大型综合实验方案：三温（粮温、仓

温、气温）三湿（粮湿、仓湿、气湿）变化实验。

他要弄清一年中每月每天的气候变化与虫、

霉、鼠、雀危害粮食的关系，从中找出规律，拿

出防治办法。

观 测 数 据 ：凌 晨 2 点、早 晨 8 点、下 午 2
点、晚上 8 点，这是固定时间。坚持了整整 6
年，他没有落下一次记录。

6 年，尚金锁没有在家里住过一天，没有

回家过过一个春节。

6 年，尚金锁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每

天凌晨 2 点，别人睡得正香，他却在屏息凝神

地观察思考。

6 年，2192 个日夜，8768 次观测。尚金锁

总共记录了 6.9 万个数据，把粮库 6 年来的大

气温度、湿度，天气风速、雨晴，不同类型仓库

的粮温、仓温、气温、粮湿、仓湿、气湿，不同季

节虫、霉、鼠、雀等给粮食造成危害的各种变

化规律，全部统计了出来。

尚金锁把这些数据用坐标形式绘制成

图，标明一年当中各个时节保粮的措施与重

点，直观明了，浅显易懂。为了便于操作，他

还写出 1 万多字的说明书。

这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粮食保管一年早

知道示意图”，长 3.1 米、高 1.26 米，揭示了安

全储粮的十大规律，为尚金锁以后的科学保

粮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准确的数字

依据。

中国粮油学会专家认为，“粮食保管一年

早知道示意图”对科学保粮具有极强的指导

性和实用价值，填补了国内空白。

二

持续 6 年的“粮食保管一年早知道”试验

终于结束了。这一年，尚金锁早早地就和妻

子约好，在家里过春节。

妻子和两个孩子异常高兴，6 年来，终于

可以过个团圆年了。

可是，大年二十七，尚金锁托人捎信：“单

位有事，春节不回家了。”

原来，粮库出现麻烦：一个仓库储存的

15 万公斤玉米出现结露现象。结露，即覆盖

的塑料薄膜内出现密密麻麻的小冰点。

粮库主任大惊失色：国家规定 13 个水分

为安全范围，他们收购时已经严格控制，怎么

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粮库主任紧急请示上级领导和专家，决

定按照传统惯例，马上倒仓，即做降温处理，

并把粮食全部翻晾，另处入库！

这是一个大动作。

尚金锁建议缓一缓。头一天晚上，他一

夜未眠，在观察，在思考。结露，是由于外界

冷空气侵入粮仓，粮堆遇冷形成温差而致。

如果给粮堆采取压盖保温措施来缩小温差，

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他决心试一试。

尚金锁说，你们回去过年，我盯着，如果

情况不好，我马上报告。

根据气流平衡原理，他决定反其道而行

之，对粮食增温。他把库存的麻袋、棉门帘、破

棉被统统加盖到粮面，足足 10厘米厚。

果然，春节过后，结露慢慢消失，一切回

归正常。

尚金锁，在粮库度过了第七个春节，为国

家保住了 15 万公斤玉米。

1987 年，临时工尚金锁被破格提拔为粮

库主任。

1993 年，尚金锁所在的粮库被国家粮食

储备局确定为国家粮食储备库。

身份在变，但他探索粮食储藏技术的初

心不变。

老百姓粮食丰收后，由于没有科学储粮

技术，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极易发生虫咬、鼠

盗、霉烂变质现象。这是农家的损失，更是国

家的损失。

尚金锁花了一年半的笨工夫，研究设计

出适合农家的热沙压顶、草木灰压顶等 8 种

储粮技术。

按照国家规定，粮食水分 13%以下是安

全粮，超过 15%就容易霉烂变质，可农户晾晒

不便，交来玉米的水分大多超过 16%，最高达

到 23%。而玉米胚部大，水分大，呼吸旺盛，

容易发霉。

鉴于这种情况，许多粮库拒收。但尚金

锁深知农民辛苦，坚持敞开收购。此举，虽然

解决了农户卖粮难问题，却把山大的困难搬

进了自己家门。

如何解决高水分玉米储存难题？

自然是通风、晾晒、烘干，但粮库人手有

限、面积有限，而且晾晒、烘干成本不菲。

“金锁，20 个水分的玉米，你也敢收！”上

级领导严厉地批评他。

“我想办法。”

果然，尚金锁经过 5 年试验，终于发明了

一种最简单、最有效的储存法。

他根据不同水分、不同储存环境，将高水

分玉米装入正常麻袋后，直接入库，只是在码

垛时采取不同标包，且上下错落，留有通透风

道。这样，不用晾晒，不用烘干，就可以达到

自然降水、保鲜、保质的目的。

秋后收下玉米，马上是冬天，天气寒冷，

坏不了；春天气温升高，可风多风大，通过风

道，便会将水分基本吹干。

这就是闻名全国的“金钱孔”通风垛技术。

别看这一技术简单，可如何准确掌握，却

有一套学问呢。有限的场地，巨量的麻袋，如

何码垛？如何留孔？如何保证孔孔通透？皆

有奥秘。

这一简单适用的技术，与国际通用降水

方式相比，晾晒成本降低 50%，烘干成本降低

70%左右。

2000 年，“金钱孔”通风垛技术被国家粮

食部门正式命名为“高水分玉米自然通风降

水技术”，在全国推广。

30 多年来，尚金锁先后完成 16 项科学发

明 ，其 中 3 项 填 补 国 内 空 白 ，4 项 填 补 省 内

空白。

三

大豆，古称菽，五谷之一。

随着国民消费结构的改变，国内市场对

大豆需求日盛。但是，大豆不易保管，仓储温

度超过 25 摄氏度就会颜色变红、产油率低、

油质下降、蛋白质量劣变、脂肪酸变质。

2009 年，国家安排从东北跨省移库一批

大豆，分配给尚金锁 3 万吨储存任务。

地处华北平原南部的柏乡县，夏季气温

一般在 36 摄氏度左右，最高可达 40 摄氏度，

而且从来没有大量储存大豆的先例。

3 万吨，可不是小数目！

面对这一特殊任务，尚金锁毅然接受，并

表示：不仅要保证不劣变，还要保持新鲜！

粮食行业的口号是“宁流千滴汗，不坏一

粒粮”，可尚金锁平时的口头禅是“宁流千滴

汗，保鲜粒粒粮”。存粮保粮，不能仅仅满足

于不坏，让人吃饱，还要保鲜，让人吃得健康、

吃得安全。

可是，“保鲜粒粒粮”谈何容易！

尚金锁曾用棉被覆盖增温技术，解决过

玉米结露难题。当时，他就发现，被包裹的玉

米，温度很低；只要仓库环境基本恒温，玉米

内部温度也会基本恒定。这，其实就是过去

老太太卖冰糕采取的保温方式。

面 对 这 批 东 北 大 豆 ，如 何 保 证 低 温 储

存？尚金锁反复试验，决定在传统办法上进

一步提升。

于是，他批量购买大批棉被，一块一块地

缝成一体，形成一张张宽厚的“天衣”。

大豆入库后，经历冬季自然降温，在春季

气温回升前用两层棉被和塑料薄膜压盖密

封，度过整个夏天和秋天；进入 11 月，再将棉

被和塑料薄膜打开，利用当地冬季寒冷气候

降温；次年春季回暖前，再次压盖密封。这

样，大豆便会在低温中长期保存。即使三伏

天，温度也能保持在 8—24 摄氏度之间，安全

度夏。

没有任何强制制冷，没有任何外在措施，

节能、环保、绿色。

经过严格测验，休眠 3 年 5 个月之后，这

些大豆粒粒如新，不但没有走油，发芽率还保

持在 95.5%以上。

这个数字，创造了东北大豆在华北地区

储存保鲜的新纪录！

一个老太太卖冰糕的土办法引发的灵

感，让尚金锁攻克了大豆储藏难题。土办法，

大突破！

四

几十年来，随着多种储粮技术特别是玉

米、大豆储存技术的一一突破，尚金锁已成为

著名的“粮库保管员”。

但是，他的心底，还有一个隐隐的遗憾。

那就是小麦保鲜技术。

小麦，是中国人最重要的口粮，但极难储

存，不仅容易发霉，而且害虫太多。自古以

来，小麦储存就是一个难题。鉴于此，国家规

定，小麦储存期在南方和北方分别为 3 年和 5
年，届时推陈储新。而且，传统储存，皆需要

药物熏蒸。这样，国家每年都要投入巨额的

储藏和轮转费用。

尚金锁想，是否可以探索一条少用药或

不用药且保鲜时间更长的路子呢？

小麦是热的不良导体。只要合理利用大

自然赋予的免费冷源，只要做好冬天蓄冷、春

季保冷、夏秋稳冷的密闭隔热措施，且控制严

密，便可使其长期处于冬眠状态。

真正理想的小麦保鲜，是要使其始终保

持一个有活力的健康状态，只是在“睡觉”，随

时可以“唤醒”。

原理很简单，但实践太难，实现更难。粮

堆内部，看似安静，也是一个小宇宙，有狂风

暴雨，有电闪雷鸣，必须要控制。只有创造一

个虫霉无法生长繁殖的环境，才能实现理想

效果。

为此，尚金锁已经准备了 20 多年，他曾

进行过各种试验：冷沙压顶、棉被压顶、试用

各种保温材料……虽然有效果，但投入太大，

都不能推广。

再后来，他改变思路，不做加法，改用减

法——不压盖任何保温材料。

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找到了一个最简单

实用的方法：仓库吊顶；仓墙加厚 50—70 厘

米，外墙喷一层白色泡沫进行隔温，阳面 25
厘米，阴面 20 厘米；门窗严格做好密闭隔热。

2020 年，他正式向着这个难题冲锋。

这一年，他试验储存 1万吨，分两个仓库。

6 月中下旬，小麦收获，净干处理后，按

常规程序入库。进入冬天后，采集大自然冷

风。选择最寒冷且干燥的日子，机械通风两

次，每次三五天，使仓库温度降到零下 3 至零

下 5 摄氏度。而后，密闭隔热，严格监控。

这样，第二年 7、8 月，即使外界高温接近

40 摄氏度，仓内温度最高也只有 15 摄氏度，

粮堆内部最低温度仍保持在 2 摄氏度左右。

小麦常年冬眠，残存的害虫更是处于冷麻痹

状态，无法生长繁殖。

整 套 管 理 ，万 千 细 节 ，滴 水 不 漏 ，密 不

透风。

尚金锁希望，这项保鲜技术成功之后，中

国粮仓里的小麦储藏轮换期从 3—5 年延长

为 8—10 年，而且不用任何药物。这样，每吨

小麦的储藏和轮换费用可降低 50%左右。

两年过去了，1 万吨小麦粒粒如新。

从各种数据来看，一切正在抵近理想目

标。一项全新的“小麦低温绿色保鲜储存技

术”实验，正在顺利进行！

五

全国有数千家粮食储备库。一座座巨大

的粮仓，像一个个巨大的稳压器，在无形中稳

定着市场，稳定着社会。

对于国内外粮食形势和粮食安全问题，

尚金锁有颇多思考。

尚金锁连续多年提出增加地方粮食储备

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

视。2014 年，国务院决定增加地方粮食储备

500 亿斤，进一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从 2018 年开始，他连续多年提交加快制

定粮食安全保障法的建议，得到了全国人大

常委会的重视。

尚金锁，是一个粮储科学家，是一名党

员，是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他站在黄土地上，

把自己在基层的真实感受，报告给国家。

的确，他的关于粮储和“三农”方面的多

项建议，大多都被采纳。

他始终抱有这样的信念：仓廪实，天下

安。守好粮仓，才能牢牢地端好中国饭碗。

图①：河北柏粮粮食储备有限公司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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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尚金锁（右）在查看小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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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来金山之前，我对金山

知之甚少，甚至常常与“水漫金

山寺”弄混淆。

我 是 2018 年 在 全 国 方 志

群里认识金山档案局一位朋友

的。那位朋友在群里发了他们

在浙江平湖开展活动的消息，

我说我去过那儿并写了一篇短

文。我们聊了起来，他热情地

邀请我到金山一游。

那位朋友向我介绍，金山

这 块 土 地 很 古 老 ，也 很 神 奇 。

境内的胥浦塘，利用太湖泄海

水道疏浚，修成江南早期人工

运河。秦始皇时期，境内出现

上海最早的县治之一——古海

盐县城。明初四大卫之一的金

山卫，筑城最早，面积最大，统

领 7 个千户所，辖境东北起自

宝山，西南到达乍浦。当年戚

继光、俞大猷抗倭，许多经典战

例都发生在这里。

我一下子对这片陌生的土

地来了兴致。后来，一次偶然

的机会，我参加了在金山举行

的作家采风活动，对金山有了

更多认识：金山没有“金山”，金

山人却有金子般的热心肠。所

到之处，朋友们都会把最好的

东西拿出来款待。这里的崇学

之风长盛不衰，到哪儿都能闻

到 一 股 淡 淡 的 书 香 。 金 山 有

水，那是大海的潮汐，看起来柔

若无骨，却有震撼人心的强大

力量。

没想到，几个月后，金山档案局那位朋友再次邀请我去金

山常住。上次时间太短，未能尽兴。这次一住，就是三年。三

年里，我尽情享受这里的阳光、沙滩、海风、小岛和古海塘，结

识了不少金山的朋友，真有点舍不得离开了。

1997 年 4 月，金山县撤县建区，成为上海市金山区。金山

县城南移，从朱泾整体搬迁到海边的石化。年轻的金山区，刚

刚 25 岁，正是青春洋溢、风华正茂的好年纪。

这里坐拥上海 7.2 公里滨海生活岸线，碧海蓝天尽收眼

底。凤凰自行车、红双喜乒乓球等老品牌光彩仍在，无人机、

碳纤维等新产业勃勃兴起。我在金山区上班的地方，在蒙山

路前面的浩源路。从小区出门，走同凯路、龙宇路过金山大

道、杭州湾大道、前京大道，从区政府门前经过，每天我都在见

证着金山的飞速发展。在当地老百姓口中，这里虽然崛起了

大型商圈、工农业园区，有了宽阔的街道和崭新的主题公园，

但大家仍习惯按照旧说法，叫它“石化”或“石化新城”。

如今的金山，已经建成“三个百里”——百里花园、百里果

园、百里菜园，成为上海的后花园。在朱泾镇待金村，600 亩

网红花海——“花开海上”生态园高低错落，造型别致，让我怦

然心动。花好，名儿也好。行走金山，总能听到当地人绕口令

似的念叨“一葡二桃三莓四瓜”，那是施泉葡萄、皇母蟠桃、鑫

品美草莓、敏蓝蓝莓、莓博士树莓、小皇冠西瓜、亭林雪瓜为代

表的金山特色瓜果品牌。

这片土地物产丰饶，人们将这些物产搬上了餐桌，把日子

过得有滋有味。金山北部的“枫泾四宝”丁蹄、状元糕、豆腐干

和石库门黄酒，我都品尝过。南部的沪杭公路一侧的海鲜一

条街，集合了几十家以经营海鲜为主的门店。带着大海味道

的食材，经过厨师的妙手烹饪，变成一道道美味佳肴。金山中

部的廊下农家乐美食，品质天然，味道纯正，一蔬一食，一肉一

汤，都是这片丰饶土地的赐予。

如今，我最喜欢的事情是，晚饭后同老伴行走散步在金山

城市沙滩，视野开阔，海风轻拂，浑身清爽。这片曾经杂草丛

生的淤泥滩涂，现在已成为集海景、海趣、海韵为一体的城市

景观海岸线。年轻人以“金山三岛”为背景，拍摄婚纱照，留下

美丽瞬间。不同主题的城市沙雕，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给游

人带来艺术熏陶。金山嘴渔村原先泥泞破败的曲径幽巷已经

被修缮复原，渔村博物馆、渔具展示厅里，承载着渔民们满满

的乡愁记忆。

金山真是一个有魅力的地方！

下图为上海金山“花开海上”生态园梅花林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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