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名片 其美多吉

现任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甘孜县分公司邮运驾驶组组长。
坚守雪线邮路33年，先后荣获“感
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时代楷模”

“全国敬业奉献模范”“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等多项荣誉称号。

二十大代表风采
9月15日，从泸定地震灾区运送物资

回来已有5天，其美多吉的工作和生活逐
步恢复正常。开上邮车，雪线邮路上属于
其美多吉的那一抹绿，又流动了起来。

其美多吉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甘孜县邮政分公司邮运驾驶组组
长。作为一名长途邮车驾驶员，33年来，
他驾驶邮车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线
邮路上运递邮件，为了保护邮件曾命悬
一线。坚守雪线30多年，他见证了党和
国家对甘孜的关怀和扶持，也看到了家
乡日新月异的巨变。

曾荣获“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
“时代楷模”“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的其美多
吉，今年又多了一个新身份，那便是党的
二十大代表。

当选党代表，其美多吉使命在肩：
“我一定履职尽责，把家乡群众的期盼和
感恩带到北京去，把党的声音带回来。”

为保护邮件身中17刀
至今脸上还有伤疤

你知道雀儿山吗？这座海拔高达
6168米的山峰，被称为“川藏第一险”。
当地人说，“车过雀儿山，如闯鬼门关”。
如此险峻的一条路，其美多吉已经往返
了不知多少次。

1954年，川藏公路开通，揭开了川
藏干线汽车邮路的历史。从小就追着邮
车跑的其美多吉，在26岁那年如愿成为
一名邮车司机。他每天驾驶着邮车，往
返于甘孜县与德格县之间209公里的邮

路。
这段路，是其他省份邮件进入西藏

前、在四川境内的最后一段邮路，也是最
难最险的一段路。

邮车行驶的路面随着海拔攀升不断
收窄，到了翻越海拔5050米的雀儿山垭
口时，山上路面的最窄处不足4米，一边
是碎石悬挂，一边是万丈深渊，每一次加
速、转向、换挡，都极其惊险。

艰险的不只是路况，还有意外。
2012年9月，其美多吉在开着邮车返回
甘孜的路上，遇到了一伙歹徒。“这里面
都是信件，不值钱。”可歹徒执意要劫走，
为了保护邮件，其美多吉身中17刀，肋
骨被打断四根，头部也受了重伤。最终，

在经历了长达8个小时的手术后，他才
捡回一条命。到现在，他的右脸上还留
着一道明显的刀疤。

即便如此，在经过一年的治疗与康
复后，其美多吉再次开上了心爱的邮车，
重返雪线邮路。

33年坚守雪线邮路
他是乡亲们的“幸福使者”

30多年来，其美多吉6000多次往
返于甘孜县与德格县之间，累计行驶
140多万公里，他驾驶的邮车没有发生
过一次责任事故，每一次邮件的投递都
没有失约。

在以前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对外沟
通的方式主要是写信，而运送信件则主
要靠邮政。在乡亲们的眼里，其美多吉
的每一次到来，就是他们的期盼和希望。

“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邮件
主要是一些党报党刊，每次邮车的到来，
都会带去党的好声音。老百姓的期待，
让我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

让其美多吉印象最深刻的，是学生
们参加完高考后，等通知书时对邮车的
期盼。“有的时候邮车还没到，家长和孩
子们就早早在运输中心等着。当把录
取通知书发到他们手里的时候，他们非
常感谢我们，好像是我们把考生录取了
一样。”

其美多吉说：“正是因为如此，我觉
得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还是在做一件
好事。当我把快乐带给乡亲们时，我也
在分享着他们的喜悦，这让我内心充满
了使命感和幸福感，也让我更加坚信，这
份工作没有选择错。”

见证家乡发展
助力农产品走出深山

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其美多吉与
冰雪为伍，与邮车相伴，一年又一年。从
26岁到59岁，其美多吉脸上悄悄爬上了
皱纹。相比之下，他跑过的每一条路，路
过的每一个村寨，到过的每一户人家，发
生的变化更是翻天覆地。

“甘孜州的交通‘大局’都变了！”作
为常年在路上的人，其美多吉对交通的
变化特别有感触，“以前都是土路，现在
大山都打通了，高速公路建起来了，还有
三大机场的通航，甘孜州与其他城市的
联系更加紧密了。”

“沿途架起电网天路，农牧区的住宅
也从之前的游牧帐篷变成了定居式藏式
民房。变化最大的，就是我们邮车的数
量和载重量都增长了。”其美多吉说，最
早跑邮路，就只有一辆载重4吨的邮车，
而现在，每天都有4辆12吨的满载邮车
从康定出发，开往村村寨寨。

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美多吉和同事在
运来邮件的同时，还把装满当地特产的包
裹带出去，成为藏族群众脱贫致富的桥梁
和纽带。“雅江、稻城的松茸，理塘的牦牛肉、
虫草，乡城的红酒，德格的藏药等等，我们
几乎每天都在运。”其美多吉说，如今，乡亲
们的收入增多了，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这些都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我们的老百姓都特别感恩。”其美多吉
说，这一次，许多乡亲得知他要到北京开
会，都特意嘱托他一定要把大家的感谢
转达到，“我一定会把乡亲们的感谢带
到，也会把会议的精神带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越欣 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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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信使”其美多吉：

坚守雪线邮路33年见证家乡巨变

今年，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杨文钰多了
一个新身份：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他和他的团队带着历
时23年攻关、积淀的农业科技成果——玉
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走进公众视野。

这项通过“选配品种、扩间增光、缩株
保密，达到亩种植玉米株数不变，亩产量
不变”的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让
农民们尝到了大豆增收的甜头。自2003
年以来，这项技术在四川累计推广面积达
5758万亩，遍及61个县市，在全国累计推
广9660万亩，两度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在弥漫着丰收喜悦的季节里，杨文
钰表示，未来将带领团队促成更多单位
联合攻关，实现玉米大豆机收高效化、智
能化，在全国产区推广应用，让粮食安全
不再被“卡脖子”。

增产扩豆之路
从筛选种子到机械化耕种

2012年，“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
术”的轮廓已基本形成，但配套的施肥、除
草技术还在摸索，机械化耕种水平较低。
放眼全国，高产示范片仅有山东、河南两
地。增产扩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013年，中央农办在一份农村要情
报告中专门肯定了“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
植技术”，并称“对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

战略意义”。这份报告鼓舞了杨文钰和他
的团队，让他们有了坚持下去的信心。

夏种一粒子，秋收万担粮。实现丰
收，种子是基础。从黄淮海地区起步，杨
文钰团队开辟了甘肃、宁夏等西北“战
场”，同时深入河北、内蒙古等地，筛选出
了适用于不同区域的耐荫、耐密、宜机收
的大豆品种，并形成了本土化技术模式。

为了实现一田双收、全程机械化，杨
文钰团队和农业机械公司合作，研制出

了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一体化播种
机，不仅可以开沟、播种，还可施肥、覆
土，完成大豆、玉米同时播种施肥。

针对两个作物的收割，杨文钰团队
通过和农业机具公司、高校合作，研制出
中小型大豆收割机和高地隙跨带玉米收
获机，轻松完成大豆玉米分段机收。

杨文钰介绍，通过在内蒙古包头市沙
尔沁镇和河北石家庄市藁城区的成功试
点，推动了这项技术在黄淮海地区的大面
积推广，该技术也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

深耕“稳粮增豆”
粮田里有了“最萌身高差”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不是将两
种作物混在一起播种。杨文钰强调，是
利用玉米和大豆的生长高度不同，进行
空间错位搭配，实现带状复合种植，粮豆
轮作，一田双收。

事实上，早在二十年前，杨文钰就已
经开始了这项技术的研究。过去在蜀中
丘区，旱地小麦、玉米和甘薯间套种普
遍，即“麦玉薯”盛行。

可这三种作物都耗地，“研究这项技术，
最初是为了解决‘麦玉薯’带来的水土流
失、土壤肥力不断下降的问题。”杨文钰说。

2000年前后，他开始组建团队启动
“麦玉豆”新三熟间套种模式研发，其中又
以玉米大豆新型间套种技术为重中之
重。2006年，杨文钰团队的玉米套大豆
试验田实现了玉米不减产，大豆亩产100

公斤以上。次年，“麦玉豆”新三熟间套种
技术被写入了四川省委一号文件。

杨文钰回忆，大约从2010年开始，
市场对大豆的需求量急速上升。数据显
示，我国常年需求玉米2.5亿吨、大豆1.1
亿吨，要生产足够的玉米大豆需要近15
亿亩的播种面积。

玉米大豆属同季旱粮作物，在有限
的耕地上，两种农产品上演着不可调和
的“争地矛盾”。“只有协调发展玉米和大
豆生产，才能把中国人的优质蛋白牢牢
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为了尽早摆脱进
口依赖，杨文钰和团队不断完善技术，为
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大豆自给率提供了
有效途径。

补足技术短板
让老百姓吃得越来越好

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在全国16个
省份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示范推
广任务1510万亩，其中四川省扩大310
万亩。杨文钰带领团队成员从南到北推
广示范技术，一天走好几个点，一天工作
12小时是常事。

杨文钰说，得知自己当选为党的二十
大代表时，他的内心很平静。“能得到认可，
甚是欣慰。但无论是不是党代表，我始终
是一名共产党员。接下来我将持续研究
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提升

‘中国豆’产量，让老百姓吃得越来越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何方迪

人物名片 杨文钰

四川农业大学教授，22年坚持
农业科技创新，让“玉米大豆带状
复合种植技术”两度写入中央一号
文件，在全国得以广泛推广，为护
卫国家粮油安全、振兴大豆产业作
出了突出贡献，为解决世界粮油问
题提供了中国思路。

川农大教授杨文钰20余年倾心守护“中国粮仓”：

让大豆实现“逆袭”扩面增产
二十大代表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