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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兴芳顾兴芳：：苦心孤诣三十年苦心孤诣三十年 只为育出好黄瓜只为育出好黄瓜

湖北竹山湖北竹山：：
茶地套种拐枣树茶地套种拐枣树

巾帼行动巾帼行动科技创新·

产业发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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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超 徐志华

眼下，重庆市开州区大德
镇磨梁村的千亩果园里，村民
们正忙着管护果树，确保来年
丰收。

“我们在发展1000亩珍珠
枣油桃的基础上，重点打造了
300亩水果核心产业园。”开州
金晶水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孟
海俊介绍说，近年来，磨梁村栽
种了各类桃树，修建了观光采
摘便道，每年阳春三月，各种颜
色的桃花依次绽放，吸引了许
多游客。

“村里的特色种养产业吸
引了游客，游客多了，村里的农
产品也更好卖了。”磨梁村党支
部书记彭晓林介绍。

近年来，磨梁村采取“专业
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培
育发展了中药材玄胡、特色水
果、高山蔬菜、生态鱼养殖等特
色产业，让村民的腰包越来越
鼓。

磨梁村海拔高度在900米
左右，适合玄胡生长，经过几年
培育，全村玄胡种植面积达
1000亩以上，并成立了开州水
晶玄胡专业合作社，负责玄胡
种植技术指导、产品加工及销
售。

“我们对农户种植的玄胡
进行保价收购，统一销售，溢价
分红，村民种植积极性越来越

高。”水晶玄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声文
说，村里建设了玄胡良种繁殖基地400亩，
由合作社统一管理，大大降低了种植成
本。为了提高玄胡的附加值，磨梁村还投
资建设了集初加工、烘干、仓储为一体的玄
胡加工厂，对玄胡进行深加工。如今，玄胡
种植和加工已成为磨梁村的主导产业。

乡村旅游的兴起，是磨梁村走产业融
合发展之路的结果，并获得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

磨梁村紧邻梨子种植大村九岭村，春
天，游客在磨梁村观赏了桃花后，还可到九
岭村观赏梨花；7月，游客在磨梁村采摘桃
子后，还可到九岭采摘梨子。城里来的游
客多了，村里的特色水果、高山蔬菜、高山
生态鱼不用运到城里就能卖出好价钱。此
外，游客增多，也为村民带来了商机，一些
村民开办农家乐，吃上了旅游饭。

2020年春，村里新建的乡村旅游接待
中心“桃源居”正式对外营业，游客盈门。
彭晓林介绍说，“中心由主要出资者负责经
营，村集体经济占股40%，采取保底分红、
逐年增加的方式为集体经济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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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杨娜
■ 实习生 郭倩薇

2019年1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农
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顾兴芳
和她的团队，凭着“黄瓜优质多抗种质资
源创制与新品种选育”科研成果，捧得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没有过硬的成果很难拿这个大
奖。”回忆两年前的这一高光时刻，顾兴
芳感慨地对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说，
这个获奖项目历时27年，其间遇到过许
多困难，但她始终牢记使命，带领团队
砥砺前行，终于捧得国家级大奖，“只要
我们的种子农民愿意要，我们吃的苦都
值了。”

卅载深耕，矢志黄瓜育种
面对继续留学深造和国家重点科

技攻关项目急需新人挑重担，她选择
了回国

顾兴芳与黄瓜的缘分始于 1988
年。那一年，她加入中国农业科学院蔬
菜花卉研究所黄瓜课题组，这一干就是
30多年。

顾兴芳出生在山东一个农民家庭，
1981年考入南京农学院（现南京农业大
学），就读于园艺系蔬菜专业，她是班里
仅有的三个女生之一。虽然学校和专业
的选择多少有点偶然性，但出生于农家
的她很快喜欢上了这个专业，学习非常
刻苦。大学期间，她的学分排名常常居
本班甚至本系第一。

大学毕业后，顾兴芳被分配到中国
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刚开始，
她被安排做行政工作，但她更喜欢搞蔬

菜科研工作。为此，她和领导“吵了一
架”。1988年，顾兴芳如愿以偿地进入黄
瓜课题组，开始从事黄瓜育种工作。

1997年，顾兴芳被公派到国外留学，
她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后，本可以
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因为当时中国农
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急需新人挑重担，
顾兴芳毅然选择了回国，并挑起了黄瓜
育种课题组负责人的重任。

人生往往要面对各种选择，如何决
定取决于各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前些
年，曾有公司出高薪想把顾兴芳挖过去，
但都被她坚决回绝，“人这辈子活着不光
是为了钱。”顾兴芳坦诚地说，“做人要堂
堂正正，对得起国家的培养。”

坚守田间，一茬一茬收获
育成一个优良新品种没有 7 年~10

年的时间，很难有实质性的成果；几十年
来，她养成每天下田的习惯

育种离不开基础研究，而基础研究
必须从田间试验做起。每天下田，是顾
兴芳几十年来养成的一个习惯，用她自
己的话说，“不去看看，心里就不舒服。”

田间试验是一项累活儿，而黄瓜的
田间工作更甚。黄瓜播种茬口远高于其
他蔬菜，最多一年可达六茬。从酷暑到
寒冬，年复一年，顾兴芳带领团队穿梭于
设在北京和外地的试验基地，给试验田
里的黄瓜授粉、选种，观察并记录其生长
情况。到了收获季节，每周还要进行至
少三次测产。每一件事，顾兴芳都要亲
自参与亲自做。夏天，温室大棚里又闷
又热，她和团队成员从早上7点开始，一
忙就是一上午。

因为长年在田间工作，人到中年的
顾兴芳先后患上了腿重症骨关节炎、腰

椎间盘突出、背肌筋膜炎等疾病。同事
们都劝她多休息，让年轻人多分担一些
田间工作，但为了掌握一手资料，她系上
护腰，依然坚持亲自下田。“每天看着自
己授粉的黄瓜慢慢长大，内心就充满喜
悦。”顾兴芳说。

顾兴芳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和年轻
的团队成员，实验室里的研究固然重要，
但田间育种工作也要努力去做；育成一
个优良新品种需要漫长的周期，没有7年
~10年的时间，很难有实质性的成果，作
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一定要专心致志，长
期坚守，一茬一茬地收获，一代一代地改
良。

顾兴芳告诉记者，多年来，她的团队
培养了一批出色的科研管理和育种人
才，如今他们都在各自岗位上发挥着重
要作用。她的团队成员以女性为主，也
都进得了实验室，下得了试验田。2017
年，顾兴芳带领的团队荣获“全国巾帼文
明岗”称号。

多年“吃苦”，实现国际领先
品尝了上万株植株，终于找到了与

黄瓜苦味紧密连锁的分子标记，破解了
苦味基因对于材料创新和新品种选育的
困扰

现在的黄瓜味道脆甜，但它的“祖
宗”——野生黄瓜却苦如黄连，培育出完
全没有苦味的黄瓜品种，是历代农业科
技人员的一个梦想，但直到20世纪90年
代中后期，这依然是一道科研难题。

要消除黄瓜苦味，首先必须搞清黄
瓜苦味的遗传规律。人的味觉对苦味的
敏感度远高于仪器测定，顾兴芳带领团
队亲口品鉴每一株材料的子叶、卷须和
果实。经过多年“吃苦”，品尝了上万株
植株，顾兴芳终于找到了与黄瓜苦味紧
密连锁的分子标记，破解了苦味基因对
于材料创新和新品种选育的困扰。

为了提高我国黄瓜育种水平，顾兴
芳带领课题组不断吸收当今世界的先进
育种理念和生物科学技术，参与完成了
世界上首个蔬菜作物——黄瓜基因组测
序，构建了第一张栽培黄瓜高密度遗传
图谱，创建了国际领先的分子标记多基
因聚合育种技术；率先开发出与无苦味、
有光泽、抗黑星病、抗病毒病等21个性
状紧密连锁的基因组 SSR和 InDel 标
记，使选择效率提高了5倍以上，还基于
基因组大数据，率先攻克了优质和抗病
基因难以聚合的技术难题。

顾兴芳团队注重研究成果的落地。
多年来，他们先后育成优质多抗黄瓜新
品种30多个，其中，中农16号、26号和
50号，引领了中短条密刺型黄瓜的高品
质育种方向；中农18号、20号和106号，
实现了黄瓜主栽品种的更新换代；中农
19号和29号打破了国外品种的垄断，在
全国各地深受菜农欢迎。

“我们育成的黄瓜新品种已累计推
广1200多万亩，新增社会经济效益达
100多亿元。”顾兴芳团队的一名成员介
绍说。

“气候、植物病虫害、消费者需求一
直在变化，特别是，广大消费者对优质、
健康黄瓜的需求不断增长，这些变化对
黄瓜育种提出了很多新要求。”顾兴芳
说，近年来，她和团队一边紧盯市场需
求，一边开展黄瓜育种技术创新，一直在

“培育更好的黄瓜品种”这条路上奔跑，
“奋斗永远在路上！”

驻村手记手记

■ 朱本双

近日，笔者走进湖北省竹山县竹坪乡，只见成千上
万株套种在茶叶基地的拐枣树苗正茁壮成长，村民们
正在忙着对鲜拐枣进行加工，为酿拐枣酒备料。

据介绍，竹坪乡种植拐枣历史悠久，经多年实践，
拐枣在茶园内进行嵌套种植，可相互促进生长且能有
效利用土地资源。今年，竹坪乡茶园套种了拐枣6000
亩，收鲜拐枣15万公斤，全乡百余家拐枣酒作坊加工
拐枣酒出售，户均增收1万余元。目前，全乡可套种拐
枣的茶园约2.5万亩，每亩能增收500元左右。

“我们将持续加大茶叶和拐枣套种力度，做大做强
拐枣生态产业，实现农民增收和生态美双丰收。”谈起
未来拐枣产业的发展，竹坪乡党委书记程臣说。

冬季蔬菜上市了冬季蔬菜上市了

创富有道有道

带领课题组创建国际领先的分子标记多基因聚合育种技术，育种选择效率提高5倍

以上；带领团队率先攻克优质和抗病基因难以聚合的技术难题，实现了黄瓜主栽品种的

更新换代

顾兴芳，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二级研究员、全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国家大

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中国农科院葫

芦科蔬菜遗传育种创新团队首席、国际园艺学

会葫芦科分会主席、中国园艺学会黄瓜分会副

理事长，曾获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

奖（第一完成人）、国家发明三等奖1项（第三

完成人），带领团队培育黄瓜新品种 30 多个，

累计推广面积1200多万亩，新增社会经济效益

100多亿元。

■ 许凯映

我来到高美村担任书记助理两年时
间了，领办的一件件实事、调解的一宗宗
矛盾纠纷，都是自我锻炼和磨砺的过程。

高美村地处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城
东镇东北侧，下辖8个自然村，土地面积
26470 亩，总人口 10777 人，是个村情复
杂的大村。

去年11月的一天下午，6位村民因
怀疑部分征地补偿款被村干部私吞，怒
气冲冲来到村委会说：“要是不说清楚，
就到上级部门反映。”

那天恰好我在办公室，我先耐心听
取他们的诉求，待情绪稍稍平复后，承诺
立即调查了解，尽快给他们一个答复。
随后，我了解得知，按政策，土地补偿款
并非全部归土地使用权人所有，而是由
使用权人、村集体、村小组按比例分配，
具体分配比例也向上级部门请示过。只
是因为村民对相关政策不了解、信息公
开不够及时全面才导致误会。

当晚，我协助村书记组织召开了一
场村民代表会议，将补偿款的分配情况
作了详细说明。为缓和村民情绪，我解
释说：“反映问题是村民的权利，但在这
件事上，村干部是按照正当程序开展的，
如果把补偿款全部发给个人，那村干部
就做错了。补偿款的分配情况将在公告
栏上一一公示，欢迎大家监督。”紧张的
气氛有所缓和，我悄悄松了口气。这块

“硬骨头”总算啃下来了。
后来，历时三个月，在走完申请、公

示、发放等程序后，村民拿到了应得的补
偿款，提留给村集体的部分也用于村道
的修建，村民非但没有再提出异议，还为
我们公开、透明的作风点赞。

2020年初，高美村计划引进海鲈鱼
和生猪养殖两大产业，但项目选址涉及数十户村民的
承包地，有的已到期，有的是非法占用。我作为法学硕
士，对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性界定有着特别的敏感，在对
整理出来的承包合同进行分析后，最终认定数十户村
民的土地使用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于是，我协
助村书记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发出了回收土地的通知。

清场当天，我们分别约谈了 10 多位村民。谈话
中，我情法并融：“你们养殖这么多年，一下子要放弃确
实不甘心。但这次难得引来资金投入，发展大型产业，
对村集体大有好处。从法律上讲，非法占用土地的行
为是绝对不允许的。不过，也不能让你们承担所有损
失，村里商议过了，你们尽快将养殖的虾蟹处理掉，其
他设施的投入，我们再跟引进企业协商，帮大家争取一
点补偿。”

当村民了解到私自占用土地是违法行为后，同意
在获得合理补偿的前提下，配合做好土地回收工作。
就这样，引进养殖产业顺利落地，直接间接带动1500
余人就业。

时下，贵州省岑巩
县各坝区种植的冬季
蔬菜迎来采收季，农户
利用晴好天气加紧采
收。

今年秋季作物收
获后，岑巩县相关村组
织继续采取“支部+合
作社+农户”模式，引导
农户接茬种植冬季蔬
菜，提高土地利用率，
促进农户增收。

图为岑巩县天马
镇白岩坪村妇女采收
红菜薹。

杨俊 唐鹏/摄

■ 郭开国 蒋雯杰

“村企联手，优势互补。这不，我们现在正在搞的
蒸谷米加工项目，能让农家种植出的稻谷，产生出翻倍
的经济效益。”近日，江苏省射阳县新坍镇新潮村党委
书记刘爱军向笔者介绍村企合作创办的粮食加工项
目。

前些年，新潮村村党委牵头集体领办了双新土地
股份合作社，引导8个家庭农场实行机械化、规模化耕
种，并先后新建起仓储、烘干、晒场等配套设施。今年，
新潮村与射阳县益香元米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展粮食
收贮、加工、购销服务，双方商定合作新上“蒸谷米”加
工项目。

蒸谷米又称“半熟米”，是以当地所产稻谷为原料，
在经过清理、浸泡、蒸煮、干燥等水热工艺处理后，再进
行脱壳、碾制而成，健康绿色，广受欧美、中东地区及国
内消费者的青睐，将提升“射阳大米”的市场竞争力，让
农户种植出售以及合作社稻米加工效益倍增。

江苏新潮村江苏新潮村：：
村企联手加工村企联手加工““蒸谷米蒸谷米””

·人物档案·

顾兴芳在试验田里查看黄瓜生长情况。

顾兴芳（右二）和她的团队获得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