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4年4月9日 星期二 编辑江亨 版式梁燕 总检张浩要闻

杨华德在布隆迪传授插秧技术。受访者供图

杨华德在查看水稻长势。受访者供图

4月8日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盛典》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老科学家俞鸿儒、特教
老师刘玲琍、社区干部孟二梅、泳坛名将张雨霏、水稻专家杨华德、老艺术家牛犇、友谊使者穆言灵、大国工匠张连钢、视障
歌唱演员萧凯恩和蓝天卫士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二大队获得“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荣誉。其中，杨华德来自四川内江。

4月8日，非洲布隆迪时间早晨5点，
中国援布隆迪高级农业专家组组长杨
华德早早起床，一个小时后就开始工作
——检查指导示范中心种子基地的花
期调节工作。打开当天的行程计划，工
作安排到了傍晚6点。忙碌、充实，这是
他的工作常态。

杨华德是内江人，现任内江市威远
县农业科技服务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研
究员。2013年10月，他被选为援非高
级农业专家。从2015年至今，作为第三
批中国援布隆迪高级农业专家组组长，
他带领农业专家组成员，为当地实现粮
食安全、农民减贫增收、农业可持续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杨华德也因此获得2023年度“感
动中国人物”荣誉，成为继“马班邮路”
的忠诚信使王顺友、“5·12”汶川特大
地震小英雄林浩之后，又一位上榜的
四川人。

讲述学农初衷
农技员帮家里实现水稻丰收

北京时间4月8日下午1点30分，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联系上远在布
隆迪的杨华德时，他正在基地忙碌。听
说记者来自家乡内江，他爽快地将普通
话切换成了四川话。

1964年，杨华德出生于内江隆昌市
双凤镇一个乡村，父母都是农民。他还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村里的水稻产量
很低，当时的隆昌县农业局派了一个农
技员到村里驻点，解决水稻生产中的问
题。在农技员的指导下，当年村里的水
稻产量实现了翻番。

杨华德家里存放稻谷的柜子，往年
收获的粮食只装得到柜子的一半，但那
一年，柜子被装满了，粮食还有剩余。
这件事让他萌生了学农的想法。

因为家境贫穷，初中时，杨华德辍
学一年。但在校长的鼓励下，第二年他
重返校园，之后一路高歌猛进，并最终
考上了研究生。“当我看到布隆迪的孩
子挨饿失学时，感同身受，真心想帮帮
他们。”用杨华德的话来说，因为自己淋
过雨，所以也想为别人撑伞。

解决产量问题
推广新品种改良栽培技术

布隆迪位于非洲中东部，总人口
1200多万，可用耕地面积只有130多万
公顷，90%的人口是农民，属于典型的农
业国。由于基础设施薄弱、农业技术落
后等，布隆迪的农产品不能自给自足，
长期面临粮食安全的问题。

2015年10月，杨华德第一次赴非援
布。初到布隆迪，专家组调研后发现，

在布隆迪山区沼泽地，1公顷水稻平均
产量只有1.8吨，即使是在平原地区，1公
顷水稻产量也只有2.8吨。同时因为缺
乏效益，当地很多土地都荒芜着。

2016年4月，专家组在当地试种了7
个中国杂交水稻品种。其中，超级稻“Y
两优900”每公顷最高产量达到13.86
吨，不仅打破了布隆迪水稻高产纪录，
更重要的是激发了当地的潜力：水稻收
获前后引来周边大量民众参观，在当地
引起轰动。

除了超级稻，专家组还在当地推广
了四川杂交水稻品种——“川香优
506”。该品种品质优、抗性好、产量高，
每公顷产量可达9-10吨。

“我们不仅解决了品种问题，还解
决了他们栽培技术方面的问题，包括旱
育秧、科学施肥、规范化栽培、抗稻瘟病
等。”杨华德总结道。

培养本土专家
学生致富后带领村民脱贫

专家组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的道理，于是在提高水稻产量的同
时，还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对当地农民的
技术培训上。

杨华德和记者分享了两个学生的
故事，一个名叫恩达伊克基，另一个名
叫艾力斯特。

2016年，杨华德在调研过程中认识
了义务当翻译的恩达伊克基。见这个90
后小伙子聪慧好学，杨华德将其选定为
第一个青年农民带头人，随组学技术、学
管理，提高水稻种植技术和综合能力。
之后，恩达伊克基通过技术致富，建了砖
房，娶了媳妇，并作为当地技术负责人配
合中国农业专家组带领示范村村民全体
脱贫。为了感谢杨华德，恩达伊克基将
第一个孩子的中间名字取为Yang。

相比恩达伊克基，艾力斯特的家境
更加贫寒。在杨华德的带领下，艾力斯
特掌握了杂交水稻种植技术，并通过勤
学苦干，两年内解决了全家的吃饭问
题，还修建了新房，失学的兄弟姐妹也
回到了校园。从2020年开始，艾力斯特
被专家组派驻布隆迪锡比托克省驻点，
指导该省杂交水稻发展。像这样的本土
农业技术骨干，专家组一共培养了70位。

申请延迟退休
第四次赴非继续完成目标

按照政策，专家组成员每年都可以
回国休假，但是援布8年多，杨华德只回
国了4次。2018年3月-2021年9月，因
为疫情和工作原因，他3年多未回家，甚
至还缺席了儿子的婚礼。

回想起8年多的援布经历，杨华德
坦言有苦也有累，生活中需要克服饮食
不适应、卫生条件差、疾病防控压力大
等困难，工作中没有节假日和周末，大
多数时间都在出差。

尽管如此，每到聘期结束时，杨华
德仍一次次选择了留下来。他说，当看
到在专家组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布隆
迪人能吃饱饭、上好学、住进砖房，他发
自内心感到骄傲和喜悦。他是个完美
主义者，做事总想尽善尽美，所以想留
在布隆迪完成援助目标，帮助当地人解
决粮食问题和脱贫问题，他也坚信，实
现目标的日子不远了。

今年杨华德已60岁，本到了退休年
龄，但他心系项目发展，提出申请延迟
退休，第四次赴非援布。

对于获得“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
物”荣誉，杨华德十分激动，他说：“我能
当选，是国家对整个援非专家组工作的
认可，成绩是台前幕后众多人员共同努
力的结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黄晓庆

四川援非水稻专家杨华德上榜“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

四次赴非援布 帮非洲兄弟“端牢饭碗”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仍然
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一位74岁的老人，一段近30年的文
物守护时光，一处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摩
崖造像，书写出文物安全守护人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的付出与坚守。

4月7日，国家文物局官网公布了第
六届“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推介活动
初评入围名单的公示，共有20个团体和
29个个人入围。其中，资阳市安岳县木
鱼山摩崖造像文物管理员潘元菊入围。

木鱼山摩崖造像位于安岳县驯龙
镇黄河村，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处
造像开凿于唐，现存24个龛窟、770尊造
像，造像最高达5米，历史悠久、保存完

整、精美绝伦。这一具有极高的历史、
艺术、科学和观赏价值的摩崖造像，也
见证了潘元菊近30年的光阴。从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木鱼山摩崖造像的文物
保护志愿者到文物管理员，已74岁的
潘元菊，近30年如一日默默守护着这
处“国宝”，更成功阻止了文物盗窃的
发生。

时光倒回到2016年7月26日下午，
两名歹徒潜入木鱼山实施文物盗窃，刚
刚完成例行巡查后回到保护房的潘元
菊、郭明树夫妇正在喝水，听到凿石头
的声音后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两人
迅速往山上跑，奋力与歹徒搏斗周旋，
潘元菊多次被歹徒踢翻打伤，但她仍毫

不畏惧，在歹徒仓皇逃跑时，没有丝毫
退缩，躺在歹徒作案用的车前，双手抱
住车轮，大声呼喊救命。呼救声引来了
附近村民，歹徒见势不妙，只好丢下菩
萨头，弃车逃跑。两名文物盗窃者最终
被抓获，并受到法律的严惩。

事后，有人曾问潘元菊，面对凶狠
的歹徒难道不怕吗？潘元菊憨憨地一
笑，说不怕是假的，当时心都快跳出来
了。可看到歹徒手中抱起的文物，根本
就顾不上想其他的，只有一个念想，就
是不能让文物被坏人抢走。如果再让
潘元菊做一次选择，她仍会毫不犹豫，
坚持守护文物安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潘元菊在工作中。省文物局供图

守护木鱼山摩崖造像近30年时光
资阳74岁老人入围“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初评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