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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田梦迪

山西农业大学经济作物研究所家属院
的深处，坐落着一处黑砖拱顶的静谧小
院。推门而入，各种植物纷纷映入眼帘，枣
树、柿子树、薄荷、红花椒……树下停着擦
得锃亮的三轮车。它的主人是全国著名谷
子育种专家陈瑛，即便已过耄耋之年，她依
旧坚持每天蹬着三轮车到几百米外的试验
田观测作物，为培育更好的谷子继续奉献
光和热。

“谷子都不曾放弃，我如何能放弃”

出生在河南的陈瑛自小吃大米饭长
大，考入山西农学院，她才第一次在当时的
山西省汾阳市陡峭的坡地上见到谷子。当
时明明正值秋收时节，家家户户却愁容满
面，由于种的是传统农家品种，谷子产量
低，大家伙儿一年的辛苦又打了水漂。

这一幕给陈瑛留下深刻的印象。自
此，这名身材矮小的中原姑娘便走上了风
沙滚滚的黄土地，不辞辛苦地深入田间地
头走访调研。

1972年，陈瑛在“五七”干校劳动改
造，尽管没有实验条件，但她不愿放弃科
研。她与课题组同事商定，转而尝试辐射
育种。很快，他们将准备好的品种寄往北
京原子能所，其中包括晋汾52号。“这是我
们系统选育的品种，大高个，丰产性和抗病
性都不错，但不抗倒伏。我们想碰碰运气，
看能否辐射出矮秆的品种。”

结果，辐射后的谷子，有的畸变，有的

不出苗，干校指导员狠狠训斥了她。但陈
瑛却暗暗高兴，虽未能得到矮秆植株，但她
发现一个经60钴γ射线辐射、编号为“75-
2γ-1”（“晋谷21号”的雏形）的株型，穗状、
籽粒、米色都意外地出色。于是，她重点培
育，积极推进品系鉴定与品种对比。

经历连续三年丰产，正当陈瑛准备申请
山西省新品种区域试验时，却发现这个品种
易染谷子白发病。于是，区试只得暂停。这
意味着它失去了通过国家审定的机会，没有

“身份证”，更别提全国推广种植了。
可这个品种分明好看又好吃，陈瑛不

愿放弃。她说：“过去，干旱的黄土地上，种
什么都绝收，唯独谷子能在苦难中扎根，结
出丰硕的果实，养育了我们。谷子都不曾
放弃，我如何能放弃？”当时，山西农业大学
经济作物研究所在吕梁开设了农民培训
班，她便给毕业班学员每人发了5斤谷种，
鼓励他们试种。

19年“熬制”谷子优质种

1979年，陈瑛到吕梁交口推广高产又
抗旱的“晋谷10号”时，惊喜地发现，那里竟
然种着成片的“晋谷21号”。当初捧回谷种
的农户更是满心感激，“这种谷子好吃，卖得
上价，乡亲们都愿种，而且已经种开了。”

这让陈瑛备受启发。“老百姓的生活水
平提高了，他们对品质有需求。谷子育种
不应只考虑产量，还要考虑品质。”

次年，随着瑞毒霉的进口，谷子白发病
得到了有效抑制。时机来了，陈瑛决定，重
新申请省级区试。她先申请晚熟区试，结

果，谷子因早熟而减产；她又转战中熟区
试。结果，三年中两年增产，但年均增产
3.8%，未达山西省划定的10%的审定标准。

陈瑛依然不灰心。她背起谷子来到山
西省种子公司，想为“晋谷21号”争取一次
审定的机会。“尽管产量上有差距，但群众
喜欢吃、愿意种。我恳求大家从品质优良
的角度给予推荐。”刚说完，陈瑛就端上了
她用“晋谷21号”熬制的小米粥。

一碗清香好吃的小米粥最终抚慰了人
心。1991年，历经波折，“晋谷21号”通过
了山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
而这距离它“诞生”已过去了整整19年。

“晋谷21号”由山西省审定后，开启了
山西省谷子发展史上的新纪元，其在山西
省内外累计推广面积约8000万亩，每年有
200万亩的面积，近6亿公斤的商品谷产
量，以其为原料的优质小米“汾州香”“沁州
黄”“隆化小米”等50多个小米品牌上市。

“晋谷21号”的育成及“汾州香”等的
转化开发，开拓了谷子优质育种新领域，为
我国优质谷子科研、生产和发展做出重要
贡献。“晋谷21号”荣获省科技进步一等
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山西省科技进步
（推广）二等奖，“晋谷21号”小米连续五届
在中国农业博览会上获银奖、金奖、名牌产
品奖等多个奖项……那一座座奖杯，都是
陈瑛在田间地头风吹日晒的丰硕成果。

“育种要紧跟时代需求”

“群众的需要就是研究的目标。每个
阶段有不同的研究目标，粮食不够吃的时

候以高产为主要目标；十年九旱的年代，以
抗旱丰产为主要目标；群众生活提高以后
我们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这时以优质丰
产为主要目标。”有着半个世纪育种经历的
陈瑛总是跟山西农业大学经济作物研究所
的年轻科研工作者说，现在育种一定要以

“优质”为前提。
从1989年至2016年，退休之后的陈

瑛仍然在一线主持研究谷子的常规育种。
她克服课题资金不足、工作条件较差等困
难，先后主持育成春、夏谷新品种11个。

2002年，陈瑛选育出早熟谷子新品种
“余三”，这是她自1996年以来选育的第三个
优质谷子新品种，该品种优质、早熟，各种指
标都超过历史名米“沁州黄”，粗脂肪、胶黏
度、碱硝指数等三个指标超过“晋谷21号”。

2003年，她将“余三”的开发权转让给
山西省偏关县，填补了山西省春谷早熟高
寒区优质小米开发利用的空白，开创了经
作所育种者自己将成果成功进行商业运作
的先例。她主持的课题组被评为“成果转
化先进课题组”。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陈瑛一直秉持匠
人精神，用半个多世纪为新品种的研发殚
精竭虑，为我国优质谷子生产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她说：“能为农民朋友提高产
量、增加收入做点工作，给国家和社会创造
更多的财富，我很高兴。”

陈 瑛陈 瑛 ：：跨 越 半 个 世 纪 的 坚 守跨 越 半 个 世 纪 的 坚 守

扎根黄土高坡60余年，主持育成14个谷子新品种，开拓谷子优质育种

新领域，为我国优质谷子科研、生产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把种业振兴行动
切实抓出成效，把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作物育种和种子产业发展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
农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为推进中国种业振兴、确保粮食安全，一批批心怀梦想、情系家国的巾帼种
业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种业发展贡献着力量和智慧。她们奔波于田间地头，扛住风吹日晒，只为
给农民送上“致富种”。乡村振兴版即日起推出“科技女性·种业兴农”栏目，深入挖掘女性科研人员培
育新种背后的故事，展示她们在农业科研中不辞辛苦、不言放弃、不断创新的匠人精神。

■ 李傲 武霈

近年来，多地悄然流行“共享菜园”，农
户把闲置土地作为“共享菜园”上网交易，
提供租地种菜服务，吸引不少城里人前往
租用。

上海闵行一家“共享菜园”的经营者介
绍，目前耕地的收费标准为每100㎡年租
金1500元，100㎡起租，商家只提供土地，
其他的日常种植、照料都由租户自己负责。

目前“共享菜园”的主要客户是退休老
人、上班族、全职宝妈等群体。很多老人把
孩子送到学校以后，会到这里种种菜，浇浇
水，锻炼身体，“共享菜园”让他们休闲减压
之余，还有利于老人的晚年健康。

租地种菜：更像是一种户外活动

租地种菜的潮流，在不少城市都出现
过。

据了解，租地种菜主要有两种模式：一
种是“全日制”的农户生活，地租来之后，完
全由自己种，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另外一
种是托管式的菜地，有专人帮忙打理，付费
让租赁的菜园得到全方面管理，自己只需
要周末或者有空的时候，到点收菜或者送
菜上门即可。想要体验种菜的市民可以根
据自身需求进行选择。

于是，不少城里人纷纷化身为“农场
主”。

“这块地是我和朋友共同租下来的，一

人一半，每逢周末或者有空的时候，我们两
家人就来这里干点农活儿，锄锄地，种种
菜。”山东菏泽的李先生，在牡丹区牡丹办
事处张庄村村头拥有了自己的“私家菜
园”，“退休了，儿子刚结婚，还没抱孙子呢，
这两年正是清闲时光，就跟着朋友来租地
种菜，丰富了退休生活，也增添了一份田园
乐趣。”

李先生坦言，来农村租地种菜，除了能
吃上新鲜的蔬菜，最大的乐趣还是在劳动
过程中锻炼了身体、学会了新技能，还调节
了身心。

而对于都市白领来说，租地种菜最吸
引人的便是这慢节奏的田园生活。北京的

方女士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丰台区王佐镇
怪村承租了一块地，开启了她的有机新生
活。由于刚过来不久，这股新鲜劲儿还没
有过去，“天天坐办公室，我颈椎和腰椎都
有点小毛病，第一次和朋友来这儿之后就
喜欢上了这里。我也租了一块地，现在每
周末过来干活儿。”

由于方女士平时都要上班，没空时时
刻刻盯着自己的菜地，就选择了托管服务，
菜园租赁费用每年2000元，可租用50平
方米菜地，托管费用为每年5800元。

如果说最开始那一批租地种菜的人，
动机是为了吃到安全健康的菜，后来更多
人则是把它当成一种户外活动，对于休闲

娱乐、健康身心、寓教于乐都是个不错的
项目。

促进城乡发展双赢

租地种菜，对城里人来说是一种新的
健康生活方式，对乡村来说则是一种新的
经营模式。下乡种菜的城市居民逐渐增
多，让农家有了一条新的增收渠道，传统的
农耕业正在逐渐向新型服务业延伸。

对此，农业经济学学者党国英表示，租
赁菜园确实有一定的市场，政策也是鼓励
的，但市场规模有限，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有
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相对成本比较高，租
地、雇人、每周往返的交通费用，这三笔开
销已经大大超过了市民去超市选购有机蔬
菜的价格，从经济上来说并不划算。第二，
种地是一件耗费精力的事情，长期劳作对
于从小没有干过农活儿的城里人来说比较
吃力，大家在干一段时间后就会疲惫、懈
怠。第三，现在的年轻人爱好广泛，对于种
地可能新鲜一阵之后便没了兴趣，因此租
地的顾客可能几年就会换一轮。

有的专家则认为，下乡的成本跟去超
市采购的价格作比较不具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不少人下乡的主要目的是休闲，并不
是纯粹去吃有机食品，也不是为了搞农业
生产。有些人即使不在郊区租地种菜，也
会到周边游玩，所以出行成本不是问题。
因此，市民下乡种菜的生活方式潮流，对城
里人和村里人来说，是双赢。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陈瑛。已过耄耋之年的她依旧坚
持每天到试验田观测作物，为培育更好的谷子继续奉献光和热。 郭佳/摄

近年来，贵州省黔
西市钟山镇采用“党支
部+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发展模式，大力发
展蔬菜种植产业，助力
乡村振兴。

据了解，黔西市钟
山镇采取集中科技育
苗，培育辣椒、西红柿、
茄子、黄瓜、食用菌、蜜
本南瓜、西瓜等蔬菜苗，
预计全镇今年发展蔬菜
种植22586亩，助力群
众增收，巩固脱贫成效。

周训超/摄
▲ 2023年2月10日，农户在贵州省黔西市钟山镇箐山社区大棚

内利用飘盘放置辣椒种子育苗。

▲

2023年2月10日，农户在贵州省黔西市
钟山镇箐山社区大棚内放置已育种的飘盘采取水
上育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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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农夫”：租地种菜乐享田园生活

■ 邵伟 李泓萱 虞娟

让家乡的味道飞出大山

十二口热气腾腾的大锅一字排开，灶火烧得
正旺，锅里金黄色的鸭肉随着锅铲上下翻飞，滋滋
地冒着香气……临近过年，在雪峰山下湖南省洪
江市大崇乡和平村“鸭当家”生产车间内，42岁的
杨芳与几名工人正在熟练地炒鸭子。

雪峰山素有“物种变异天堂”之美誉，盛产金
秋梨、天麻、乌骨鸡、水鸭等物种。当地人自古以
来就喜欢吃雪峰乌骨鸡、雪峰鸭，从小生活在这里
的杨芳也不例外。她从小就喜欢厨艺，炒鸭子的
手艺是村里一绝。

结婚、带孩子……杨芳一开始也重复着大多
数农村妇女的生活，没想到2016年一次与妹妹的
电话闲聊，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当时，妹妹在电话里告诉杨芳，她们一起在外
打工的工友买了淘宝上的家乡熟食，回来热一下
就可以吃，挺受大家欢迎。“姐，你做的鸭子那么好
吃，也可以去淘宝上卖。”听完妹妹的话，杨芳似乎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她开始计划做电商卖炒鸭。

刚开始，杨芳连打字都不会。她只得每天坐
在电脑前，从早上5点到晚上12点刻苦练习、学
习电脑技术。终于，她的淘宝店在2016年7月开
业了。

秉承诚信经营的原则，杨芳从选原材料开始
就没有半点儿马虎。她选用当地放养4个月的谷
子鸭。“这种鸭子的肉是最好的，不腻不老，入口清
爽。为了保证食品安全，我们一直采用手工拔鸭
毛，选用当地产的菜籽油炒鸭，确保了鸭肉最好的
口感。”杨芳介绍。

创业初期，她不懂怎么做生意，只得摸索前
行。好在纯正的雪峰鸭口感、实惠的价格，为她赢
得了口碑，每天的订单由原来的几只到10多只，
再到后来近70只。人手也由原来的1人增加到6
人。丈夫放弃跑运输的活儿，专心过来帮忙。

从“三无”产品到自创品牌

创业从来没有一帆风顺。正当炒鸭事业小有
成功时，杨芳迎来了当头一棒。由于不了解产品
销售政策，她没有给自己的炒鸭注册商标，被一些

“职业打假人”举报说是“三无”产品。连续几次的
赔款，让她萌生了退意。

当地工商所的佘所长了解到情况后，给杨芳
找来相关资料学习，并建议她创办公司，自创品
牌，注册商标。

办公司并非易事，资金从哪儿来？如何建立自己的生产车
间？这时，村支部书记杨红桃帮她联系银行贷款30万元，场地
由村里提供。

2021年，杨芳成功注册“鸭当家”品牌。2022年，她投资60
多万元的生产车间建成。杨芳开始了二次创业，公司的产品也
增加了扣肉、鸡蛋卷、腊肉、腊鱼、豆腐乳等当地特产。

叮零零……正聊着，杨芳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在网上看
到了杨姐的淘宝店，试着下了一单，没想到全家人都爱上了她做
的鸭子，所以经常来买。”居住在重庆市开州区的段晟艮通过电
话下单后告诉笔者。

“通过老乡介绍知道了杨妹的淘宝店。她炒的鸭子，是正宗
的家乡味道。”在深圳定居了20多年的洪江市人黄晓东说，“还
有几天就是除夕了，赶快下单定一只，刚好赶上年夜饭吃。”

带动周边养殖业发展

经过一年的摸爬滚打，如今的“鸭当家”已在市场上成功站
稳脚跟，年销售近两万只，收入近两百万元，同时带动了周边养
殖产业的发展。

“多亏了杨妹子收购，我们老两口一年养鸭的收入也有1万
多元，帮孩子们减轻了负担。”家住洪江市太平乡的村民张太国
掩饰不住喜悦之情。

“诚信为本，良心打造”是杨芳一路走来的坚持，也是她创业
成功的保证。“今后再培养几个好的炒鸭能手，专心把品牌做大
做强，带动更多的养殖户发家致富。”谈起今后的发展，杨芳笑声
朗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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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芳（左一）和姐妹们在生产车间烹制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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