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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身上配饰，全身风力消毒，换上干净的鞋套……这是属于实验室的独特仪式感，也是土豆专家团队师生们习以为
常的工作节奏。

面前这些安静沉睡在实验室内的土豆苗，数月之后就将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的菜肴。它们中有的刚刚从组织液里探
出头，有的已经长得高挑纤细，还有的长成了迷你小巧的“原原种”，种类繁多，形态多样。

“这是四川农业大学土豆研究实验室，一个浸润着几代‘土豆人’心血的科研小屋。”王西瑶教授说。
而远在500多公里外的大凉山布拖县，还有另一个让王西瑶放心不下的地方——布拖马铃薯科技小院。
2018年，王西瑶带领研究生们在凉山州布拖县布江蜀丰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成立了布拖马铃薯科技小院。在这里，

他们进行马铃薯的品种培育和技术推广，同时完成科学研究报告和产业发展调研。4年来，师生不断助力当地脱贫攻坚，
实现当地居民增产增收，在大凉山的土地上奏响了乡村振兴的乐章。

盛夏七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了四川农业大学马铃薯种薯繁育专家王西瑶教授，听她讲述科技小院扎根
布拖县的背后故事。

胥棲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赵奕受访者供图

脱毒复壮
“再不保护它可能就消失了”

“非常不好意思，我拿个东西，晚
了几分钟。”伴随着温柔而焦急的声
音，一名身着白色针织T恤和牛仔半
裙、头发花白但打理仔细的女士出现
在记者面前。

她就是被业界尊称为“土豆王”的王
西瑶。全身上下透露出的优雅，让人很
难将她与下地干活的马铃薯育种专家联
系在一起。

王西瑶告诉记者，建立科技小院
对于她来说，更像是一场与布拖县的
双向奔赴。2018年，正在布拖县开展
四川省“科技扶贫万里行”项目的王西
瑶，处于科技推广瓶颈期，工作上遇到
了很多没能突破的难关。这时，中国农
村专业技术协会（简称中国农技协）科
技小院联盟秘书长李晓林教授给她打
来电话，正式邀请她担任“四川布拖马
铃薯科技小院”首席专家并派驻研究
生到当地工作。

“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再怎么困
难，也只有合力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于
是，一个满含专业、鲜活、激情与活力的
科技小院在布拖县生根发芽。

从一开始建立科技小院，王西瑶
就立足于挖掘本土特有马铃薯品种。

“我们要保证粮食安全，就不能够仅仅
依靠引进的土豆品种。引进品种越种
越多，一些地方品种就逐渐消失了。”
实际上，一些本土品种的适应性很强，
口感很好，只是因为退化了，种植面积
也就少了。

“再不保护的话它可能就消失了。”
抱着这样的信念，王西瑶团队开始用技
术手段逆转马铃薯品种的天然劣势。她
解释道：“马铃薯种薯属于营养器官，和
小麦、水稻种子生殖器官不同的是，它自
我保护的防病毒机制较弱。”因此，连续
种植很多年以后，本土品种就会被多种
病毒感染，导致产量、品质越来越差，就
会退化。

似乎是怕专业术语太晦涩，她缓
慢而形象地向记者描述着整个过程：

“马铃薯感染病毒时，并非所有地方都
会‘遭殃’。它最顶端的分生组织细胞
团是干净的，我们就用生物技术把那
块细胞团提取出来，然后用克隆的方
式进行繁殖，这样就会产生很多不带
病毒且和母体植株基因一样的脱毒种
苗及种薯。”

就这样，布拖马铃薯科技小院将
脱毒复壮的种薯再交到种植者的手
中。

脚踏实地
“我的研究生得扎根基层一年”

平素为人温和包容的王西瑶，从教
生涯始终恪守着一条不变的原则。

“如果没有极特殊的情况，我的研究
生都必须在布拖县这样的基层扎根一
年，最好是在入学前几个月就能去。”

严格的要求背后，包裹着一颗纯粹
的心。“这样可以持续地发现问题，并依
托背后的专家团队来及时解决科技服务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她说。

在她眼里，农业科研并不是束之高
阁的理论碰撞，而是脚踏实地的经验积
累。“科研要接地气，才会找到你研究的
东西确实有用、确实能解决困难的感
觉。”

但在一般人眼里，告别发达繁华的
城市生活，去一个陌生偏远的小县潜心
科研，本就充满着许多未知。

这样的顾虑，起初对于王西瑶的学
生来说也不例外。

王西瑶拿出一本毕业纪念册放在桌

上，轻轻翻开。“刚刚我就是去拿这本纪
念册所以耽搁了，这是今年毕业的研究
生们送给我的。”她说，和以往不同的是，
这一届带的研究生全是女生，每一个都
与布拖县有着牵绊。

“这是冉爽，她立志学农，扎根基
层。”指尖滑过相册，停留在一个抱着“比
脸还大的土豆”的女孩上。王西瑶介绍
说，这个女孩有着天生的“土豆情怀”，本
科学习茶学专业的她，后来转到农学专
业，机缘巧合下与王西瑶结识，在本科阶
段就进入了土豆实验室并去布拖县进行
了社会实践。

这个学生后来报考了王西瑶的研究
生，真正开始了扎根基层的农学生涯。

王西瑶一页一页翻阅，目光落在了
一个瘦弱的女孩身上。据她介绍，这个
名叫唐梦雪的女孩由于身体原因，在布
拖县待的时间不长，没多久就回来了。
今年顺利考上中科院博士的她，在报考
复试时详细描述了她在布拖马铃薯科
技小院的经历。“也许没有办法坚持一
年，但她通过调研到当地‘布拖乌洋芋
资源’急需脱毒快繁的问题确立了论文
开题，拥有了农业基层工作的宝贵经
验。”王西瑶说。

科技小院的学生们也在不断履行着
服务基层这份承诺。第一任科技小院院
长杨勇，毕业后到眉山市一家公司工作，
但仍然兼任科技小院院友会理事长，经
常参加院友会的相关活动，开展相应的
科学服务。

“这段扎根基层的经历给他们种下
了一种情怀，心怀天下的人，到哪里都会
为国家作出贡献。”王西瑶不仅将桃李种
天下，也把希望播撒在了大地上。

科技赋能
“我家有地，去我家种行不？”

这四年，王西瑶团队一直在走一条
带着荣光的荆棘路。最初，当地村民的
不解与嘲讽，时常充斥在王西瑶的耳中。

“有一些农民种了一辈子地，他会觉
得你一个城里来的人怎么懂得种地的
事。”面对这些声音和抵触情绪，王西瑶
的学生们一开始只好通过布拖县驻村帮
扶干部，把老乡们动员起来。

但真正去老乡家里教他们种植时，
还是充满了困难。面对困境，王西瑶团
队并未打退堂鼓，而是用时间说话。

实际上，在王西瑶团队到布拖县之
前，当地村民也在种本地土豆品种，但由
于技术不足，加上土豆本身的特性，产量
一年比一年低。

“种了一年半载以后，村民们看到了
我们的马铃薯产量和优越的品质，开始
主动邀请我们去他们家种。”

让王西瑶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去布
拖县，一位老乡在半路拦下他们的车，走
到车窗前，激动地说：“你们是来种土豆
的吗？我家有地，去我家种行不？”

科技在被赋予人文温度时最可贵。
在王西瑶眼里，得到科技助力的村民们，
是真的非常淳朴且发自内心地感恩。“我
的学生们正是在这样的情感冲击中不断
转变思想，养成了基层情怀。”

真正验证着布拖县改变的，是一年
更比一年好的马铃薯产量。科技小院成
立4年来，打造了标准的“原原种—原种
—生产种”三级种薯繁育生产体系，建立
了马铃薯生产、加工的产业体系，给布拖
县创造的产能为5.1亿元，有力助推了该
县2020年成功脱贫摘帽。

2021年，科技小院学生为3000亩
原种繁育基地提供了全程技术指导，并
与依托单位生产部联合，每人分别带领
一个小组进行生产，实现平均每亩增产
1000余斤，带来经济效益300万元。

此外，科技小院在布拖县三个村庄
选定五户农户作为一对一定点帮扶户，
由科技小院提供种薯，并进行相应技术
指导。这样马铃薯平均每亩增产2000
斤，帮扶户平均增收3000余元。

数据的背后，包含着先进技术的
底气、宽松政策的支持、相互帮扶的
温暖。

但这些在王西瑶看来还远远不够。
“目前当地的马铃薯产业链还不够健
全。”这也是她努力的方向。在继续向布
拖县输送科技的同时，更加注重当地人
才的培训、马铃薯经济价值的提升。在
未来，布拖马铃薯科技小院将会继续书
写“中国碗装中国粮”的新篇章。

一颗小土豆撬动5.1亿元产能

川农大“土豆王”扎根大凉山
为“中国碗”装“中国粮”贡献力量

王西瑶（左）和布拖县当地农户在田间地头查看马铃薯生长情况。

王西瑶在实验室查看马铃薯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