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东农科院副院长丰光在田间查看玉米长势。 丹东农科院玉米研究所所长杨海龙介绍科研方面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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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 XING GU SHI
在这 里感受辽宁奋进脉搏

玉米新品种选育创新团队的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做育种试验。

一粒种子，承载着端牢中国饭碗的希望。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说，“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秉承着这样的信念，丹东农科院玉米新品种选育创

新团队的科研人员就像一粒粒玉米种子，深深地根植在这片充满希望与梦想的土壤中，生根、开花、结果……用数十

年如一日的执着、创新为这句话写下注脚，书写着育种人保障粮食安全，履行国家使命的责任与担当。

守望：从一粒种子到万顷良田
——记丹东农科院玉米新品种选育创新团队

本报记者 黄宝锋 文并摄

走进位于凤凰山麓的丹东农科院，放眼
四望，花团锦簇，层层叠叠、千姿百态，随风翻
涌的花海与远处绵延的青山交相辉映，将广
袤的山野点缀得气象万千，构成一幅秀美的
田园乡村画卷。

“这几株玉米我要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
它是我们的经典自交系‘丹 340’，2021 年与

‘自330’‘E28’一起被评为全国杰出贡献玉米
自交系，具有高产、优质等多种优点……”在
一片科研试验地里，丹东农科院副院长丰光
指着身旁一株株长势喜人、绿意勃发的玉米
不停地介绍，眼睛里放着光，像是在诉说着自
己的宝贝。

能不视为珍宝吗？“中国玉米的摇篮”，这7
个大字就种在这片看似普通的玉米地里，玉米
种子的每次升级换代都与这里紧密相连，众多
和丰光一样的玉米育种科研人员都在这里留
下了自己的脚印。对他们而言，一粒种子，是
希望，也是梦想，更是玉米研究所一代代科研
人员始于初心、成于坚守的见证。

到海南去“猫冬”

从表面看，育种工作就像农民种庄稼，也
是种了收，收了种，但其实这项工作比农民种
地还要辛苦。除了每天下地干庄稼活儿，还
要观察、记录、搞研究。每年的六七月份，玉
米抽雄开花时节，农民不用去田里劳作，丹东
农科院玉米新品种选育创新团队的科研人员
却要全副武装，包裹得严严实实，钻到密不透
风的玉米地里，调查株高和穗位，记载抽雄散
粉、吐丝日期，记录玉米花丝、花药颜色，还要
调查玉米雄穗的分枝数、玉米病虫害的发生
情况，等等。

一个好的“自交系”诞生，要经历漫长的培
育过程，其中每一步都浸润着育种人的心血和
汗水。为了加快育种进程，丹东农科院于上世
纪60年代将南繁基地建在了海南，玉米育种试
验基地就在海南三亚。外行人羡慕：“年年去
海南猫冬，阳光、大海、椰风、热带雨林等多么
美好的享受！”其实不然，每年10月下旬，科研
人员就得像候鸟一样启程去海南，一去就得5
个多月时间，需要完成一次玉米生长试验的全
过程，从整地、播种、灌水、除草、授粉、防鼠防
盗，一直到收获、脱粒、晾晒，同时还要做好田
间调查记录。每个人要管理上千份科研试材，
这就意味着他们得熟知这些试材的生长情况，
对每份试材都要反复观察。这样的劳动强度，
连当地农民都觉得太苦太累，育种人却从没抱
怨过一句，也从未退缩。

1999年10月份，刚参加工作80天的王亮
独自带着课题组的科研试材和外繁任务去
了海南。第一次到海南育种，人生地不熟，
当地方言更是听不懂，王亮连说带比画到处
找隔离区田块，从整地、播种、施肥、浇水、打
药、除草、授粉、收获等逐个环节边做边学，
经过不懈的努力，试验田和繁殖的种子获得
了丰收。晾晒最怕遇到连续的阴雨天，在停
雨的间歇，必须要掀开雨布用铁锹给玉米翻
堆，让其通风避免种子发霉。

第一次在海南育种王亮就遇到了连续9
天的阴雨天气。晾晒场不够，他就把几个品
种分别装起来，雨停了轮流晾晒各品种。刚
从校园出来的王亮一个人扛不起100斤的袋
子，就装80斤，这样一直折腾了半个多月，才
把来之不易的4000多斤玉米种子晾晒达标，
从此得了腰疼病，活动不当就疼痛难忍。
2009 年海南外繁面积大、地块多，收获的玉
米种子晾晒在偏僻的河堤路上。为了防止
种子丢失，王亮和同事每天晚上睡在皮卡
车里。海南的夜晚依旧很热，特别是汽车
里，关车窗闷热难忍，开车窗又有蚊虫叮
咬，有时他就用铁锹插在玉米堆里，用雨布
支起一个小帐篷，睡在玉米堆里，热了钻出
来巡查一遍。这样坚持了一个月，王亮的胳
膊和腿上留下了几十个蚊虫叮咬的伤疤，回
到北方虽然伤疤消了，却留下了蚊虫叮咬过
敏的症状。

从小在黑龙江长大的王亮有大骨节病，
长期的体力劳动使他的肘部关节炎愈发严
重，胳膊做了两次小针刀手术，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专家给他开了两次一个月的假
条，他却默默地把假条放在了家里，从未向单
位提起。2014年王亮去海南时女儿刚刚满周
岁，还不会说话。第二年春天回来时，女儿会
说话了，却喊他叔叔，王亮的内心五味杂陈。

进深山去“联姻”

脚下踩着的是泥土，手里摸着的是庄稼，

心里记挂的是数据。丹东农科院的科研人员
把田间地头当作最美的办公室，用脚步丈量
着生命的厚度与广度。

为了保证亲本原种的纯度，玉米新品种
选育创新团队学科带头人丰光在繁育亲本时
专门找隔离条件优越的深山沟里进行自交系
繁殖。亲本繁殖条件优越了，人的工作条件
却艰苦了。很多深山沟地势险峻，车辆开不
进去，播种、去杂、收获等全靠步行进山，来回
一走就要十几公里，蚊、虫、蛇等都不是问题，
最担心的就是恶劣天气和自然灾害发生。有
一次，车开到半路由于坡度太陡无法前行，只
好下车步行，穿越一条河谷再翻越一座山脊
到达亲本繁殖田，田块有近40亩，去杂工作持
续近3个小时，为保证纯度，凡是弱株、病株、
杂株、变异株必须全部砍掉，需要挨株仔细筛
查，不能漏掉一株，这项工作是对体力、眼力、
耐力的充分考验。

7月份的天说变就变，上山时晴空万里，
没等去完杂株已经是阴云密布、电闪雷鸣，丰
光和另外一名同事商量，好不容易来的还是
坚持干完吧，如果这次清除不彻底，过几天一
旦有杂株雄穗开花散粉，那么这项工作就前
功尽弃了。他们顶着雨完成去杂工作，披着
被雨水打湿的衣服原路折返，原本干涸的山
谷却变成了水流湍急的河道，足有十余米宽，
挡住了来时的路。此时过河不知道河水深
浅，如果不过又担心河水继续上涨，犹豫中他
们两人商量还是强行蹚水过河。浑浊的山水
根本看不到底儿，深一脚浅一脚，突然一个深
坑，丰光一脚踏空，原本没过膝盖的水位一下
子到了胸膛，加上水流湍急根本站不住，幸好
从小出生在河边的他有一定的水性，顺着水
势游了几米远，脚下踩到了浅滩，同事顺势拽
一把才上了岸，虚惊一场、有惊无险。上岸以
后发现手中的镰刀已经不知道哪里去了，上

战场的战士这回却把“枪”丢了。等回到车
上，原本硬板的黄泥土路被雨水冲刷后变得
湿滑无比，车轮打滑抛锚了。天色渐暗，离最
近的村落也有几公里远，加上路况不熟悉，他
们选择在车上过夜，仅剩的一点儿面包和水
不够充饥，山里手机的信号又不好，那一夜，
他们是在湿冷和饥饿中度过的。

风餐露宿、跋山涉水，这就是育种人工作
的日常。多年来，正是有着这样一批又一批
科研人员的执着、勤奋、坚守，才孕育出累累
硕果，铸就了无上荣光。在种质资源创新方
面，以团队为核心收集、整理、创制和发展的
旅大红骨玉米种质资源，已成为我国自有的
两大类群种质资源之一。在玉米研究方面，
曾获市厅级一等奖以上奖励30项次，其中玉
米单交种“丹玉6号”于1978年获全国科技大
会奖；玉米自交系“自 330”于 1982 年获国家
发明一等奖；玉米杂交种“丹玉13号”于1989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20年被评为中
国“荣誉殿堂”玉米品种；2021年玉米自交系

“自330”“E28”“丹340”被评为全国杰出贡献
玉米自交系……

闯地头当“推销”

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试验田，三分之一的
时间在工作实验室，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农家、
在农田、在路上，玉米新品种选育创新团队的
很多科研人员把时间分成三份使用，把汗水
洒在了深深眷恋着的田里。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活动全过程的
重要一环。如何让种业装上更多“中国芯”，
打好种业翻身仗，玉米新品种选育创新团队
倍感肩上的责任与担当。使命感、危机感时
时刻刻在推动着他们争分夺秒加快研发、加
速推广，让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吴纪昌、周宝林等众多老一辈的玉米育
种专家为了推广玉米新品种，他们的足迹遍
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山西、山东、河南、河北
有他们的身影，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的田间
地头留下了他们的印记。老一辈育种专家
兢兢业业、脚踏实地的工作精神深深地激励
着一代代的科研工作者。2020 年 9 月 6 日，
为加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给团队提供参考
依据，杨海龙、鲁俊田日夜兼程，5 天行程
2500多公里，走遍了东华北玉米主产区14个
试验点，对团队选育的20个品种进行田间考
察评鉴。

有一年的6月初夏，自从正月十五到郑州
出差还没有回过家的丰光正掰着手指数着回
家的日子，突然商丘夏播地区代理商深夜打
来电话，说他们那里由于烧荒，原本已经播种
出苗的玉米由于麦茬跑荒被彻底烧毁，为抢
农时急需补种，需要马上发给他们8000斤玉
米种子。丰光赶紧联系配货站。半夜里，配
货车到位了，却没有装卸工。为了不耽误第
二天种子及时送到受灾农民手中，他咬牙自
己装了4吨货，种子袋100斤一包，整整80袋
他装了1个多小时。因为车厢板比较高，需要
上跳板，库房内只有司机师傅帮助搭一下肩，
虽然仗着年轻有一定的体力，但丰光装到最
后腿已经打战了。送走了配货车，又冲了一
个凉水澡，躺在床上腰酸背痛，第二天早晨他
实在是起不来了，从此每每活动不当都会疼
痛难忍。

玉米研究所所长杨海龙主要从事玉米新品

种试验示范推广工作，曾任辽宁省玉米品种试
验主持人、国家农业部区域试验项目（玉米抗性
鉴定和极早熟、东北早熟、京津唐组试验，蚕品
种试验）副主持人，参与国家农业部种子工程项
目、国家863计划、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建设（玉米体系）、辽宁省农业攻关及成果产业
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粮食丰产增效科技创新
等十余个国家及省部级项目，其参与选育了丹
玉402、丹玉405、丹玉336、丹玉851、丹玉558、
丹玉485、丹玉468、丹玉668等40余个玉米新品
种，这些优良玉米品种的广泛推广创造了巨大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利用丹东农科院的国
家玉米新品种展示平台，累计展示推介玉米新
品种500余个，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级种子经
销商、种粮大户、新型职业农民5000余人次，为
加速优良玉米新品种推广布局、保障农民增产
增收等工作起到了良好的宣传示范作用。他
说：“农业科研工作是一份苦差事，经常深入田
间拖泥带水，不仅要经受烈日毒晒，还要饱受蚊
虫叮咬。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走进试
验地就神清气爽、乐此不疲，达到忘我的境界，
很多人不理解，整天在地里面晒得黝黑为了什
么？答案其实很简单，学农爱农！”

时间砥砺信仰，岁月见证初心。育种路
上、创新途中，玉米新品种选育创新团队的成
员不知弯了多少次腰，流了多少汗，风里来雨
里去，但依然带着无畏前行的坚毅，带着百折
不回的倔强。一粒粒浓缩着光阴与心血的种
子，带着他们的梦想与期盼，开始在希望的田
野里、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为玉米植“良芯”

一年又一年，种子沉睡又重生，青丝熬成
华发，但初心不改，赤诚依旧，痴迷于那粒萌
动的种子，执着于让梦想开花。玉米新品种
选育创新团队所有的坚守只为一粒“种”，科
研工作求精求细的“工匠精神”在他们身上体
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你不愿下地，那你肯定不会出成
果。”这是育种专家高洪敏的座右铭。高洪
敏主要从事玉米优异种质资源的引进、鉴定
与创新利用、玉米自交系和杂交种选育及其
配套技术研究。1990年参加工作以来，他没
有把农业科研当成简单的工作，而是当作人
生的理想和追求的目标，深思之、笃行之。
高洪敏带领玉米育种科研人员，改良和创新
国内外优异种质资源，选育了一大批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玉米新组合，进入各级试验和示
范。在生物技术育种方面，他积极探索利用
单倍体技术，筛选出诱导率 10%以上的诱导
系，探索加倍率10%以上的加倍技术，有效缩
短了玉米育种进程，加快了玉米新品种选育
效率，育成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玉米新品
种。他主持和参与审定玉米品种30余个，其
中主持选育的玉米杂交种“丹玉311”于2018
年通过辽宁省审定，2018年和2020年分别通
过国家东华北中熟区和西北春玉米区审定，
在生产中表现出高产、稳产和多抗性，深受
农民欢迎。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这条充满光荣
与梦想的长征路上，丹东农科院玉米新品种
选育创新团队倾尽心力，用自己辛勤的汗水
为人们描绘出无数令人惊叹的数字。截至目
前，玉米新品种选育创新团队累计通过国家、
省级审定玉米新品种189个，获得植物新品种
授权70余项，育成优良玉米自交系150余个，
团队自主选育的旅9、自330、丹340、丹598、丹
299、丹3140等数十个优良玉米自交系在全国
范围内被广泛应用；利用辽宁丹玉种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等转化平台，在全国范围内推
广种植“丹玉”“丹科”系列优良新品种10亿亩
以上，增产粮食500亿公斤，农民增收千亿元；
团队育成的“丹玉”系列玉米杂交种全国种植
面积最高年份曾达玉米种植面积的1/6，创造
了巨大社会效益。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
则无不成也。”丹东农科院玉米新品种选育创
新团队一代代的科研人员将每一个平凡的日
子堆叠起来，在时光中打磨作品，以生命书写
匠心，成就了不凡的事业。团队现有科研人
员37人，其中研究员18人，副研究员10人，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3人，省级优秀专
家3人，先后有17人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
工程”百人层次人选，玉米育种研究一直走在
全国前列；丹玉系列玉米杂交种在全国享有
盛誉，多年来丹玉系列玉米杂交种在全国20
多个省（区、市）广泛种植，创造了巨大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价值……

情系一粒种,植好玉米“芯”。虽然身上的
光环越来越多，但丹东农科院玉米新品种选
育创新团队的科研人员依然将试验田当作自
己的“主战场”，每天在田间和实验室不停地
忙碌着，他们用“日拱一卒”的韧劲，“滴水穿
石”的执着，不停地和时间赛跑，只为心中那
份从一粒种子到万顷良田的守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