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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始终以国家发展为己任，不仅在
天文学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还为青少年科
技人才的发现和培养拼尽全力，直至生命的
最后一刻。”回想起不久前代表恩师王绶琯先
生出席“德耀中华——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
颁奖仪式”的情景，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韩金
林动情地说。

天上有一颗国际编号为 3171 号的小行
星，名叫“王绶琯星”，标注着王绶琯在天文
领域的杰出贡献。1952年，正在伦敦大学天
文台工作的王绶琯收到时任紫金山天文台台
长张钰哲邀请后，立即决定回国开创新中国
的天文学事业。

经过艰苦努力，王绶琯和同事们在不到
两年时间里将中国的授时精度提高到百分之
一秒，为中国授时以及天体测量研究跻身国
际先进行列奠定了基础。自此，“北京时间”
响彻祖国大地。

王绶琯曾长期主持我国天文学的总体发
展，领导研制成功中国首台射电天文望远镜
等多种重要观测设备，取得了多项巡天观测
科学成果。2008年，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
光谱望远镜 （LAMOST） 在河北兴隆建成，
这是王绶琯和几代科研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
果。借助于此，人们对宇宙天体光谱的获取
效率比以往提高几千倍，使得我国在银河系
研究居于国际领先地位。

除了前沿科学研究，王绶琯还经常在中
学、科技馆、天文馆讲演座谈，编著了大量
受青少年喜爱的科普读物。

上世纪九十年代，王绶琯曾经同一些高
三学生谈论大学志愿，这些中学生都不打算
未来从事科学研究。王绶琯陷入沉思：“中国
还有多少青少年愿意在科海遨游？”

1997年，王绶琯致信北京市科协青少年
部部长周琳，称他在科普活动中接触过的许
多优秀学生，后来无声无息了。“作为前辈的
我们这一代人，反躬自问，是否也有失职之
处？应该有一个组织，给他们领路。”

1999年，由王绶琯倡议，钱学森、王大
珩、路甬祥、白春礼等61位著名科学家 （其
中院士45人，“两弹一星”科学家5人）联合
发起成立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 （以下简称
俱乐部）。俱乐部组织学有余力、有志于科学的优秀高中学生，利用课
余和假期“走近科学”，求师交友，然后“走进科学”，到国家一流实
验室体验科学家团队的科研活动，开启了科技人才早期发现与培养的
探索实践。

俱乐部成立之初，王绶琯四处沟通合作细节。“不能把俱乐部的活动
当成考试竞赛的‘敲门砖’。”从俱乐部成立时起，王绶琯就坚决反对掺
杂任何应试教育、应赛教育的思想和做法。

“如果每年平均能有100名‘可能的科学苗子’参加科研实践，其中
有2%—3%日后会成为顶尖人才，那么经年累月，效果还是可观的。为保
住这些‘可能的科学苗子’，我们没有理由不尽力。”王绶琯说。

经过22年发展，俱乐部基地校由最初的4所发展到31所。先后有721
位导师和5万多名中学生参加俱乐部的科研活动，其中3100多名中学生
走进278个科研团队及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平均为期一年的“科研实践
活动”。一批俱乐部早期会员已在各自领域崭露头角，一些学生成长为国
际科学前沿领军人物。

在二十多年中，王绶琯为俱乐部的发展四处奔波。为解决俱乐部的
经费问题，他捐出了全部稿费，并自费购买大量书籍捐给甘肃、青海等
偏远地区的学校。及至身体虚弱无法行走，他让女儿推着轮椅参加俱乐
部活动。即便躺在病榻上，自称“眼睛、耳朵都开始罢工”，这位被孩
子们称为“科学启明星”的老人仍在关心着俱乐部的未来：“中国要强
盛，科技必须自立自强。我们尽力根植一片深厚的土壤，让科学之树枝
繁叶茂。”

2021年1月28日，98岁的王绶琯与世长辞。追思会上，没有哀乐，
一曲《夜空中最亮的星》在大厅中循环播放，也久久回荡在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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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这里山地平缓，种植中药材有利于机械
化生产。”来鄱阳考察时，佘贻谋一路上没说
太多话，但他将当地种植中药材的优势默默记
在了心里。“我觉得有戏！”他说。

2012年，佘贻谋创办了江西元宝山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从IT专家转型开始种植中药材。
虽然鄱阳长久以来就有种植中药材的传统，但
发展规模并不大。想要建设专业的种植基地，
进行机械化生产，佘贻谋需要自己摸索经验。

从租山头开始，佘贻谋事事亲为。从上山
开荒、平整土地，再到重新修路、建厂盖房，
佘贻谋都做过。

然而，想要坚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真的
并不容易。由于缺乏中药材的选种经验，佘贻
谋在创业之初没少遇“坑”，资金也因此而损
失不少。他买进一批药材种苗，原本该在种下
的第三年开绿花，结果，漫山遍野的红花让大
家伙全都傻了眼，佘贻谋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
了。有人“出主意”说：虽然品种不纯正，但
仍然具备一定药性，可以“凑合卖”，不然就
全都砸手里了。佘贻谋听了非常生气，坚决不
同意这么做。“以次充好的事咱们什么时候都

不能做！种药材要为他人的健康负责，要对得
起自己的良心！”他带领大家把这批种苗全部
连根拔除，重新种上了正宗品种。

中药材种植周期长、资金回笼慢，往往不
能很快见到收益。眼见这条创业路不知何时才
能看到曙光，佘贻谋的另外3个合伙人不免渐
生退意，他们先后撤资离开了团队。元宝山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成了佘贻谋一个人的公司。

“我自己是有中医药情结的。药是治病救
人的必需品，用心种好药，这比做IT有意义。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我应该花时间、花
精力把它做好。”佘贻谋说。

“多用新技术解决‘老问题’”

中 药 材 种 植
基地的收成好坏
与气候条件息息
相 关 。 2013 年 ，
佘贻谋栽种的140
万株白芍因缺乏
专业管理，3年下
来就只剩下 9000
株左右；套种的
400亩小麦颗粒无
收；基地里的枳
壳 也 常 常 被 冻 、
减产。

佘 贻 谋 意 识
到，中药材对种
植 技 术 要 求 很
高，想要护理得
当，必须要请来
专家“把脉”种
植 过 程 。 为 此 ，
他 专 门 从 江 西 、

安徽、湖南等多省请来了十几位技师，分别负
责吴茱萸、黄栀子、枳壳、贡菊等不同药材的
种植和养护。与此同时，佘贻谋还投资300多
万元用于购置推土机、开荒犁等机械设备，全
部按照机械化标准对种植基地进行改造。

“善于思考和解决问题”，是不少种植户和
公司员工佩服佘贻谋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
中药材基地建设过程中，佘贻谋不只是购置设
备，他还带领大家研发新设备，不断创新种植
方法和技术。“我们每天面对着土地和大山，

常常遇到新的问题，我就想着怎么能用新办法
解决这些问题，多用新技术解决‘老问题’。
比如能不能改装一些机械设备，提高生产效
率？因为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人手就变得不够
用。”他说。

几年时间里，佘贻谋带领公司员工设计制
造出了药材园专用的智能施肥机，使用了超声
波液位传感器技术，还有自动栽树苗机、双向
自动施肥机等设备，有效提高了种植基地的工
作效率。

为了深入学习更多有关中医药理和种植知
识，2018年，佘贻谋考入江西中医药大学继续
深造，重新做起了学生。佘贻谋将自己实践中
积累的种植经验与书本相结合，从“半路出
家”变成了行家，并由此结识了更多相关领域
的专业人士。

“你种多少，我们就收多少”

如今，佘贻谋已在元宝山及周边地区建立
起 4 个种植基地、2 个工厂，用于种植吴茱
萸、枳壳、皇菊等10多个品种的中药材，种植
面积过万亩，其中吴茱萸和枳壳是江西省最大
的单一品种种植基地。

对于公司未来发展，佘贻谋深知要延长产
业链，深层次挖掘中药材的价值。“现在我们
的产量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接下来需要拓展药
材加工，做成品，以此来提高产品附加值。”

黄精——这味常见的中药，给了佘贻谋
新的想法。“黄精药食同源，功效不错，种植
加工的市场前景广阔。我们正在试种，也在
摸索种植标准。”说起中药来，他如今已是如
数家珍。

始终相信先进技术对中药材种植的重要
性，佘贻谋一直走在技术应用的前沿领域，试
种药材的物联网大棚就是例子。大棚内，黄精
的生长温度和湿度都由智能系统控制，无需人
工调节，药材的生长环境信息会被全程记录。

如何带动周边农户继续增收，为乡村振兴
贡献一份力量？佘贻谋心中已经有了计划：他
准备拿出 4000 亩种苗，免费提供给乡亲们种
植；提供免费的培训机会，提高乡亲们的种植
知识和能力。

“等到药材成熟了，我们统一收购，再为
种植户打开更多销路。你种多少，我们就收多
少，不必有任何顾虑。”他自信地说。

在鄱阳县谢家滩镇元宝山，树
木郁郁葱葱，气候温和宜人。到了
秋天，山上的吴茱萸结出一片片
绿籽，格外好看。2012年，当佘贻
谋第一次和朋友来鄱阳考察时，就
被这里优良的生态环境吸引。他留
学于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计算机
专业，毕业后曾在香港工作、生活
过一段时间。这一趟鄱阳之行后，
没过多久，他就打定主意，要搬到
鄱阳，创建中药材种植基地。当初
几乎没人相信，他会一路坚持将近
10个年头。

在江西省鄱阳县，佘贻谋如今已建立起4个中药材种植基地，吸纳周边农户在家门
口就业增收——

IT专家成了中药行家
本报记者 孙亚慧

2021年11月30日，佘贻谋正在整理采摘好的皇菊，准备用于制作菊花茶。
本文图片摄影：卓忠伟

佘贻谋（右）指导农民做好冬季中药材枳壳枝叶修剪和管理。

王绶琯在工作中。

乡村振兴中的海归力量(7)

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
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
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
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

微信扫码登录
中国邮政-微商城

订阅

微信扫码登录
中国邮政-微商城

订阅

2022年度
四种订阅方式

任您选!
国内代号：1-96
全年定价：420元

拨打
邮局订阅服务电话

11185

登录
中国邮政网上营业厅

（https://www.11185.cn）
订阅

拨打
人民日报海外版
发行服务热线

8610-65369416

欢 迎 订 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