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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民以食为天”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思想，也揭示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基本规律。
四川成都平原地区，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有着“天府粮仓”的美誉。这片土地的粮田背后，除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农民，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文”能提笔做科研，“武”能下地做农活，他们就是农业科研人员。作为农民和科研之间的桥
梁，他们肩负着从量变到质变，将粮田变良田的使命，数十年如一日，以自己的方式，守望着这片土地。

即日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推出“粮田守望者”系列报道，聚焦农业科研工作者给“天府粮仓”带来的巨变，讲述“中
国饭碗”盛“中国粮”背后的故事。

开 栏 语 那些守望粮田的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彦霏

04 2022年7月20日 星期三 责编王萌 版式詹红霞 总检张浩 要闻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水稻栽培专家、四川农业大学教授马均：

一方粮田四代人守望
禾下乘凉是我们共同的梦

7月的成都平原，水稻田绿浪翻卷，
长势喜人。

四川农业大学成都校区一栋不起
眼的小楼，是水稻栽培专家、四川农业
大学教授马均的日常办公地点。即便
在大楼里已有新的办公室，他还是更喜
欢在水稻研究所的老楼里办公。“这里
稍微偏一点，但更安静。”

这栋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老楼，记
录着川农水稻研究所的历史。1988
年，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成立，
1991年，水稻研究所从雅安迁到温
江。“在水稻所大半辈子，我感受到袁
隆平先生梦到的禾下乘凉，是我们水
稻研究者共同的梦。”马均娓娓道来，
讲述水稻研究所四代科研工作者和那
片水稻田的故事。

四代人的水稻梦
用锄头扁担和桶搞出成果

一方粮田，四代人守望。在经历杨
开渠教授、李实蕡教授和周开达院士三
代前辈筚路蓝缕奋斗之后，如今，守护
这片水稻田的重任落在了马均这一代
人肩上。“水稻所老一辈的科学家，十几
个人只有一间2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和
一间仪器不多、十分简陋的实验室，基
本是用锄头、扁担和两个桶，把科研成
果搞出来的。”马均说。

据介绍，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
的前身，为创建于1936年的四川大学农
学院稻作室。杨开渠为创始人，于1935
年来川任教，见四川大量冬水田没有得
到有效利用，于是将开发成千上万亩冬
水田、提高稻谷产量作为首要研究课
题，提出通过种植双季稻、采取干田直
播法、选育旱稻品种等系统举措，全面
促进四川粮食增产。

1965年，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实蕡
从非洲马里共和国援外结束回国后，担
任了稻作室的主任。他从西非带回当
地的水稻品种（冈比亚卡等）后，将研究
方向从以水稻栽培为主转向以育种为
主。李实蕡从国外回来后，让周开达一
起参加水稻育种工作。那时，湖南的袁
隆平也正在进行着杂交水稻研究——
只是，一个团队是通过野生稻败育的

“野败”同籼稻进行杂交，另一个团队是
通过地理远缘籼亚种内品种间的水稻
进行杂交。

“当时有种说法，叫‘中袁西周’，指
的就是袁隆平和周开达。”马均说，川农
大水稻研究所成立后，成为全国最重要
的三大水稻研究所之一，其他两个是中
国水稻研究所，和袁隆平领衔的湖南杂
交水稻研究中心。

“当时我们所研究出来的冈·D型
杂交稻，在四川的面积要占一半以上，
在全国范围内种植的比例也很大，还获
得过国家发明一等奖。”马均说。

一个人的15年坚守
水稻所不能缺了栽培研究

“虽然周开达院士是从事水稻育种
研究，但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我选择进
行水稻栽培研究。”马均回忆，他本科是
学农学的，那时候就对栽培产生了兴
趣，因为觉得栽培和其他学科交叉较
多、灵活性强，考研究生时就选择了水
稻栽培研究，师从水稻栽培专家孙晓辉
教授。

“那时候虽然受杂交水稻发展影
响，育种是更热门的方向，但周开达院
士和孙晓辉老师告诉我，良种良法，我
们不能光搞育种，还要搞栽培。一方
面，水稻所不能缺栽培；另一方面，搞水
稻育种也不能缺栽培。现在我们育种
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而要挖掘高产优
良品种的潜力，还必须要靠栽培。”马均
说。

这条路，马均独自奋战了近15年。
“从大概1995年开始，我的老师们都退
休了，整个团队就剩我一个人。”马均
说，直到2010年之后，团队才逐渐壮
大。

通过长时间的积累，马均的水稻栽
培研究成果颇丰。四川农业大学官网
显示，马均和同事的多个成果中，“重穂
型杂交水稻的高产机理及其稀植优化

栽培技术”不仅大幅度降低了水稻栽插
密度，推动了水稻高产栽培从合理密植
到合理稀植的转变，省种省工，而且增
产10%左右。“超高产强化栽培技术”比
常规栽培增产15%-40%，每亩增收节
支70元至200元，节水20%至40%。“水
培耦合节水节肥技术”则有效解决了四
川稻作区丰产与肥水高效利用不能兼
顾的技术难题。

“和老一辈时相比，现在科研条件
更好了。”马均说，现在他的团队每年都
有两三个研究生，常驻在位于眉山市东
坡区的岷江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搞科研，
把实验室和试验田里面的研究成果首
先在园区核心区里面放大，成熟的技术
再向其他地方推广。“园区的优势在于
基础条件更好，无论是经费、管理和人
员的配套都很完善。”马均说。

解决“吃饱吃好”后
现在追求高效、绿色、生态

在马均看来，所有的农业技术必须
与生产实际相结合。“以前我们在学校
研究，现在我们在基地研究。”马均说，
研究以后，技术要用于生产，基地建在
这里，技术研究和成果应用都在这里，

“这就很方便了。”试验示范基地的建
立，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从研究到生产

应用的中间环节，研究成果可迅速运用
于生产上。“坚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这
是我的老师教育我们的，我现在同样这
样教育我的学生。”

于马均而言，建立试验示范基地并
不只是一份工作和研究，更是贴近农民
和生产实际的桥梁。每当马均和团队
去基地，总会有种粮大户主动联系他
们，请他们到田里面去看一看。“他们都
很热情，经常邀请我们去吃饭。”农民们
表达情感的方式虽然朴实但很真诚，马
均笑言：“有时候我们还会称兄道弟，其
实我们这些专家和他们没有什么距
离。”在他眼里，他们是因为这片土地而
联结在一起的“贴心朋友”，这也助推了
新技术的推广，“我们有什么新技术、新
成果跟他们交流，他们都乐意接受。”

马均表示，在眉山市东坡区与当地
政府、眉山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眉山市
农业农村局等联合举办水稻“一优两
高”生产竞赛活动的7年里，他们培训了
5000多名农民、200多个种粮大户。很
多农民现在掌握了技术，都成了‘土专
家’‘田秀才’。除了传授技术，马均团
队还会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集中培
训。“每个阶段该做什么、怎么做，我们
都会给农民们讲授清楚。”这样，农民对
农业科技知识掌握得比较好，农田的产
量和效益都显著提升了。

在田间地头工作了大半辈子，马均
对农业生产也有独特的感情和思考。

“总书记常说，‘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人首先是要吃饭的。”马均说，“以前吃
不饱饭，粮食生产以高产为目标，吃饱
饭以后，又想要吃好，就要做到既高产
又优质，吃饱吃好以后，我们就要考虑
效益和环境问题。从高产，到优产，再
到高效、绿色、生态，实现‘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我们要做到多目标平
衡。”这也是马均认为目前农业生产的
难点。“同时实现多个目标难度比较大，
这方面，我们还得继续努力，总书记嘱
托我们要在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
府粮仓，我们不仅要让天府粮仓装满
粮，而且要装优质放心粮，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和生产安全。”

在马均看来，从事农业生产研究，
是一件苦在身体、甜在心里的事。他坦
言，从事农业科研很辛苦，日晒雨淋是
家常便饭。“但每当走在田野上，看到农
民使用我们的技术获得丰收，心里面十
分欣慰。”马均眼里，农业科研一面是奉
献，一面是辛苦。他印象最深的，是每
年6月到8月雷雨频发的季节，“有时候
暴雨突然来了，跑都跑不赢啊！摔在泥
地里，腿脚还很难拔出来。”如今，又到
了这个季节，这么多年下来，这一切已
是寻常。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彦霏
摄影报道

▲
马均试验田里培育的
水稻。

◀
水稻栽培专家、四川
农业大学教授马均在
办公室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