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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成都市郫都区东林村，连片的杂交水稻正在肆意生长。微风吹拂下，绿意盎然的稻田泛起涟漪，飘来阵阵稻
香。

和其他农田不太一样的是，在这块土地上劳作的大多是科研人员——这是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都分中
心（以下简称“成都分中心”）的试验田，在这里，丰收有着更厚重的意义。

今年是杂交水稻问世第49年。1973年，以袁隆平为首的科技攻关组完成了三系配套并成功培育杂交水稻，实现了杂
交水稻的历史性突破。为促进杂交水稻在西南地区的研发和推广，2005年9月，袁隆平院士在成都组建了成都分中心。

自此，在祖国的西南大地，有一群人在“杂交水稻之父”的带领下，开始奔赴在粮食增产的道路上，只为守住“大国粮
仓”。

落地成都市郫都区后，成都分中心于2019年从犀浦搬至德源，扎根东林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摄影报道

水稻育种专家张向阳：

为圆禾下乘凉梦
从千分之一的可能里孕育杂交水稻新希望

扎根农学
他意识到“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短袖搭配中裤，头顶草帽，再配上
一双拖鞋，这是张向阳的上班穿搭。由
于长期的风吹日晒，他的脸庞黝黑。作
为成都分中心科研负责人、四川泰隆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向阳给人
的第一印象足够朴实，“我们这个工作，
就是需要随时下地。这样穿是为了方
便。”

一望无垠的杂交水稻试验田，就是
张向阳的办公室。采访之际，张向阳不
时地脱掉鞋子，走进齐腰高的稻田里，
检查水稻的生长情况。这段时间，张向
阳和同事每天都要花上好长时间到田
里转悠，看看植株长得好不好，穗子结
得大不大。

“崇学事农，安康天下。做农业，需
要长期投入，更需要情怀。”大二那年，
张向阳在四川农业大学水稻所实习，那
是他第一次见到野生稻，“比人都高。”
这让他对生命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探索
欲，“太震撼了。”

张向阳是河南人，来川亲眼见证了
野生稻蓬勃的生命力之后，他决定扎根
农学。从川农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毕
业后，他又师从四川省著名水稻专家吴
先军教授继续深造。

刚入行时，张向阳做过农业市场工
作。一次次走访调研中，他意识到自己
肩上的责任——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往
往面临着各种考验，一次稻瘟病的暴发
就足以让农民的辛苦付之东流，而要降
低农业生产的风险，唯有从科研入手，提
升农作物品种的抗病能力，减少农民损
失。“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张向阳说。

研究生毕业后，张向阳入职中国种
子集团有限公司从事杂交水稻选育工
作。2017年，他来到成都分中心，继续
从事杂交水稻新品种选育、新技术配套
及新模式推广等工作。

筛选培育
适宜西南地区生态条件的水稻品种

“天泰优808”“雅优5808”“瑞丰
788”“天泰优33”……在成都分中心的
试验田里，一垄垄水稻前插上了展示
牌，上面标注着水稻的品种名称和播种
日期。

“这里差不多有4000份不同的水
稻材料。”在一块试验田前，张向阳停下
了脚步。眼前的作物长着水稻新品种
的“样貌”，但却还不能称之为水稻新品
种，它们还处在漫长的研发过程中。

四川地处我国西南，具有低温、寡
日照的特殊生态环境，这对水稻品种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事实上，农业生产具
有很强的区域性，由于土壤、气候等差
异，长江上游稻区与长江中下游稻区、

华南稻区等不同区域的品种要求有显
著差异。

这是成都分中心成立的意义，也是
张向阳和他的研发团队的工作方向：需
要利用不同的水稻材料培育、筛选出适
宜西南地区生态条件的水稻品种，在此
基础上还需要完成更深层次的使命，譬
如抗高温的、抗病虫害的……

与此同时，成都分中心作为四川省
“十四五”引领性水稻育种材料和方法
创新及新品种选育课题八“特种稻品种
创制与应用研究”项目牵头单位，研发
团队除了高产、优质攻关，也增加了新
的攻关方向，比如酿酒专用稻、稻渔专
用稻、大田景观稻等特种稻。

从水稻材料成长为能够大面积推
广的优良品种，中间需要经历至少5到8
年的过程，“最后能够得到农业主管部
门‘授牌’的品种，一定是比对照品种更
有优势的组合。”

然而，这样通过率仅有千分之一。
通常，4000份水稻组合经过漫长的试
验过程后，能够通过审定并大面积推广
的品种仅有三四个。

也正是由于极低的通过率，科研团
队每年在筛选测配水稻组合时，会努力
扩大基数。2021年，成都分中心筛选
测配的杂交水稻材料达到4018个，创
历史新高。“即便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
我们也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张向

阳说。
好在希望也一直都在。一次去崇

州市调研，张向阳看到自己经手研发成
功并面世的杂交水稻正努力生长，“大
概百十来亩吧，农户一直表扬说这个品
种长得特别好。”对张向阳来说，那是一
种无法言说的成就感，“值了。”

助农增收
推出稻渔立体生态循环种养模式

对每一个从事农业的人来说，袁隆
平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因为工作机缘，张向阳见过袁隆平
几次。一次在种业论坛上，他远远地瞧
见袁老在为杂交水稻事业四处奔走，“就
像是一座精神丰碑，指引我们前行。”

这样的指引，也贯穿于工作中。
2005年，袁隆平提出了“曲线致

富”的理念，即单纯靠种植水稻无法帮
助农民实现增收致富，只有通过大幅度
地提高水稻单位面积的产量，才能在保
证口粮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结构调整，腾
出更多的土地用于经济作物的种植和
养殖，帮助农民实现“种稻致富”。

“这也是我们正在做的事。”张向阳
指着一块立着“天泰优808”牌子的稻田
说。几年前，成都分中心开始做稻渔专
用稻的品种选育，2021年审定了适宜
稻渔综合种养的杂交水稻新品种“天泰

优808”。依托该品种，可以实现稻渔立
体生态循环种养模式。

就在“天泰优808”稻田的不远处，
一个高位养殖池引人关注，“田里可以
种稻，池中可以养鱼，实现生态循环种
养。”张向阳告诉记者，稻渔立体生态循
环种养模式集成设施渔业和稻渔综合
种养优势，一亩稻田的稻渔综合产值可
以上万元，是单纯种水稻的10倍以上。

据悉，成都分中心还研发了超级稻
全程机械规模化集约化模式、绿色高端
高效优质化模式、水旱轮作粮经复合型
模式等“水稻+”种稻致富模式。

禾下乘凉
一代又一代水稻人继承袁老遗志

眼下，正值杂交水稻灌浆结实的关
键时期。今年的收成好不好，从这一个
月的生长情况就能作出判断。

半个月前，张向阳的6位营销同事
开始奔走市场，他们需要做的是跑遍四
川21个市州，进行市场跟踪。“今年的高温
天气对于农作物来说是一种考验，好在反
馈回来的消息是，我们的品种在耐高温和
丰产性等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好。

在成都分中心，还有另一种发展杂
交水稻、传承院士精神的方式。

袁隆平在世时，作为分中心副主
任，刘金涛每年都要到长沙向袁隆平进
行工作汇报。“我们也在思考，怎样将以
袁隆平院士为代表的农业科学家创新
实干的工作精神传递下去。”刘金涛说。

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院士逝
世，终年91岁。为了悼念袁隆平，成都
分中心在袁隆平杂交水稻科学园设置
小型吊唁堂，“两天半的时间，差不多有
5万人过来。”彼时，刘金涛正在长沙帮
忙处理袁隆平的后事，但她从工作人员
发来的视频中看到，成都分中心悼念现
场井然有序，市民们神色肃穆、哀痛不
已，“那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和哀
痛。”刘金涛说。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那个水稻
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比扫帚还长，谷
粒有花生米那么大。我跟我的助手就
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袁隆平曾在接
受采访时说出了他的禾下乘凉梦。

而今，先生千古，一代又一代的水
稻人继承他的遗志，实现万家粮足。

如今，袁隆平杂交水稻科学园已在
东林村建成开园，这也是全国唯一经袁
隆平院士授权以其名字命名的科学园
区。园区以杂交水稻科研为核心，开发
了针对农民职业经理人和青少年的课
程，研究推广袁隆平倡导的“种稻致富”
理念，倡导青少年理性“追星”，园区还
作为成都市唯一代表入选了2022年度
全国首批“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名单。

（部分图片由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成都分中心提供）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成都
分中心试验田。

张向阳在试验田里
查看农作物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