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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对农业越来越重视，

2013年年初，赵振强成立了万家丰种

植合作社，吸收近千户农户抱团发展。

“加入合作社好处真是多，合作社提

供从种到收一条龙服务，订单种植，降低

了成本，提高了收入。”宝丰县肖旗乡解

庄村村民胡正军说。不仅如此，胡正军

还是合作社的拖拉机机手，忙时耕种，闲

时外出务工，每年收入近10万元。

看到大伙在土里刨到了“金疙瘩”，

赵振强很开心，但他也有所担心。“农业

是靠天吃饭，一定得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把粮食生产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

己手中。”赵振强说。

原来，合作社成立的第二年，“老

天”就和赵振强开了个“大玩笑”。

2014年秋季豫西南大旱，他虽然投入

了上百万元打井浇地，但远水解不了近

渴，秋作物大面积干枯导致减产，依然

赔了100多万元。

“为不断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我

县紧抓全国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先试支撑

体系建设试点县机遇，深入实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宝丰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宝丰县有耕地面积52.6万余亩，建成

高标准农田38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区

每年可增收粮食1050万公斤。

赵振强种植的 2500多亩大田里，

土壤、虫情、气象等监测设施俱全，农田

灌溉井渠全覆盖、水肥管理精准化，粮

食生产综合能力显著提高。

有了这些保障，赵振强种田的底气

更足了，开始同一些农业科研院所、制种

企业合作进行大规模的小麦良种繁育，

每公斤小麦比普通小麦收购价高0.2元~

0.4元。2021年，赵振强被农业农村部

授予“全国粮食生产先进个人”称号。

如今，赵振强已同河南省农科院、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河北省农科院建立合

作，开展玉米良种的国家区域试验，他将

在发展农业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本报记者 杨青

“不管是在实验室，还是在田间

地头，总能看到张老师忙碌的身影，

他常常忙得忘记吃午饭……”5月 30

日，谈起张海洋，省农科院芝麻研究

中心的工作人员满是敬佩。

张海洋是国家特色油料产业技

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省农科院芝麻研

究中心主任，从事芝麻种质资源和育

种研究工作已有30多年。他带领团

队围绕国家粮油供给安全重大需求，

潜心开展芝麻重要性状遗传解析、优

异种质创制等研究工作，是芝麻育种

的“领军人”。

“在芝麻研究上的每一步跨越，

都离不开原始性创新和育种技术的

突破。”为此，张海洋主持完成了芝麻

基因组计划，绘制出染色体级别的芝

麻栽培种和 6个野生种基因组精细

图；发掘出与芝麻重要性状相关的主

效 QTL/基因位点 138 个，发现优异

基因群13个，克隆出花序有限、短节

密蒴、抗落粒、抗枯萎病等关键功能

基因24个，为芝麻遗传育种学科快速

发展奠定了科学基础。

大家都知道芝麻是重要的优质

油料作物，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我国

是世界芝麻生产与科研强国。在省

农科院芝麻研究中心，一个不足30平

方米的低温房间里，储存着来自世界

各地的芝麻种质资源 8530 份，占全

球芝麻种质资源的四成，这便是张海

洋团队的芝麻种质宝库。

立足核心技术创新，张海洋团队

率先解决了芝麻野生种与栽培种杂

交败育的难题，突破了愈伤组织分化

与植株再生技术瓶颈，创建了远缘杂

交、化学诱变、遗传转化、基因编辑等

优异种质创制技术体系。创制出花

序有限、短节密蒴、抗落粒、高油酸等

一批育种上急需的突破性优异新种

质，创建了芝麻复合杂交与分子标记

选择相结合的高效育种技术体系，从

根本上解决了抗病耐渍、优质专用、

适于机收等育种材料匮乏和育种技

术落后的问题，使我国芝麻遗传育种

整体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数十年如一日，张海洋带领团队

深耕芝麻研究领域，攻坚克难，完成

了一项又一项的研究。

张海洋带领团队系统开展了全

国芝麻品种布局和高产高效种植模

式创建，提出亩产200公斤以上芝麻

高产理论，建立了黄淮产区全程机械

化种植模式和高效生产技术规程，显

著提升了我国芝麻生产技术水平和

产能，也为世界芝麻高产栽培提供了

典范。

围绕芝麻生产上对机收品种的

迫切需求，针对现有品种植株高大、

成熟时落粒等问题，张海洋带领团队

通过远缘杂交和化学诱变等创制出

短节密蒴、抗落粒新种质，培育出我

国首批短节矮秆、抗落粒、宜机收芝

麻新品种豫芝 NS610、豫芝 ND837，

蒴果成熟干燥后不落粒，从根本上解

决了传统芝麻品种“易倒伏”“一熟就

炸”“一碰就落”、不适于机收的技术

难题，这也是世界芝麻产业技术的重

大突破，从此开辟了全球芝麻全程机

械化生产的新纪元。

平日里，张海洋不仅重视科学研

究，而且注重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

关注“三农”问题，当好政府和百姓的

农业科技参谋。他牵头组建了一支

覆盖12个主产省、学科齐全的芝麻产

业技术研发队伍；积极参加国家以及

主产省芝麻生产发展计划制定与实

施，组织开展了现场观摩、技术指导、

技术培训工作。每年在农业生产的

关键时期，他都带领课题组的同事们

深入生产第一线，进行农业技术讲

座，走村串户指导农民进行科学种

田，并建立大量高产示范基地，以点

带面，积极促进成果转化。他积极参

与特困地区扶贫工作，在秦巴山区、

燕山-太行山区、大别山区等特困地

区建立芝麻高产示范基地，带动农户

发展优质高产芝麻生产，提升了当地

农民的收入。

为了让中国芝麻走向世界，张海

洋还带领大家组建了国际芝麻产业

联合体，先后与美国、印度等23个芝

麻主产国和消费国建立了科研合作

关系。在苏丹等非洲国家开展了芝

麻生产技术输出，选育出适于非洲种

植的芝麻新品种，为我国芝麻原料安

全供给、推进“一带一路”农业发展做

出了贡献。

□本报记者 尹小剑

初夏时节，老区新县繁花似锦、

绿树成荫，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5

月 31日，沿着 339省道驱车北上，记

者来到了新县千斤乡喻冲村百茂园

农民合作社水稻种植基地。

见到基地负责人吴正新时，他正

开着拖拉机往稻田里运送秧苗。吴

正新头戴草帽，皮肤黝黑，两眼炯炯

有神，言语中带着农民特有的朴实和

热情。

“这段时间雨水比较充沛，我们

大家都在抢抓农时栽种秧苗，目前栽

了400亩左右。”运送完秧苗，吴正新

将拖拉机停在一旁，与记者攀谈了起

来，“瞧，旁边这一片秧苗就是我们前

两天才栽种好的。”

顺着吴正新手指的方向，放眼望

去，镶嵌在绿水青山里的稻田蜿蜒层

叠，与青山、暖阳相映成趣，三三两两

的农户正在田间忙碌着，一片片已栽

种好的秧苗随风摇曳，宛如一幅美丽

的山水田园画卷。

“除了人工插秧，如果地势条件

允许，我们还采用机械化种植的方式

进行插秧作业。”吴正新说。在另外

一处稻田里，插秧机来回穿梭，抬升

放盘、下降插秧……不一会儿，田里

就铺满了青青禾苗。

据吴正新介绍，目前合作社水稻

种植基地有早稻、再生稻、晚稻等多

个水稻品种，从4月20日开始陆续栽

种，并将持续至六七月份。

临近中午，在吴正新的邀请下，

记者来到了百茂园农民合作社。只

见门前的厂房上，“农业强 农村美 农

民富”九个红色的大字格外醒目，旁

边停放着几台大型农用机械。

走进合作社办公室，一面荣誉墙

吸引了大家的注意，“新县第二届‘十

佳农民’”“创业带富之星”“脱贫路上

好夫妻”等荣誉证书和奖牌琳琅满目。

“这些荣誉是鼓励，也是责任。别

看现在的日子越过越好，可刚开始创

业的时候却十分艰难。”回想起自己的

“跨界”创业路，吴正新摇了摇头。

2015年，在北京从事家庭装饰行

业的吴正新回到家乡，看到村里年迈

的乡亲们还在靠天吃饭、土里刨食，

心里酸楚不已，便萌生了投资特色农

业的想法。

这一年，吴正新流转200亩旱地，

探索吊瓜和中药材种植，可因经验不

足，加之市场波动影响，一年辛苦却

收获寥寥，反倒赔了几万元。

第二年，除种植吊瓜和中药材

外，吴正新还在吊瓜地里套种了红

薯，并建设红薯粉条加工厂，注册了

“百茂园”商标，年产红薯粉条2万余

斤，当年就实现了扭亏为盈，仅粉条

一项就收入了10万余元。

“受自然因素的影响，村子里的

田地分布零散，我们能不能把这些田

地都利用起来，发展规模化种植？”吴

正新和妻子王全霞一合计，决定逐步

流转零散的田地，发展规模化水稻种

植，让村里的老人彻底从土地中解放

出来。

200 亩、400 亩、700 亩、1000

亩……吴正新流转的稻田面积逐年

增加。为了侍弄好水稻，他“网罗”了

周边几个村的种田“老把式”。

“同样是种田，大家伙儿的收入

可翻了好几番啊！”年近60岁的喻冲

村村民吴成志乐呵呵地说。如今，基

地每年用工近 2000 人次，越来越多

像吴成志这样的乡亲在家门口领上

了工资。

“我们赶上了好时候，购置农机

有补贴，种一亩水稻就能补贴400多

元，加上其他的优惠政策，我们发展

农业产业的底气更足了。”吴正新感

慨地说。

“国家政策好、粮食行情好，种粮

一样有好‘钱’景。”谈到产业未来的

发展，吴正新十分兴奋。“接下来，我

还打算将周边几个村子的零散田地

都流转过来，进一步扩大水稻种植面

积，希望到秋天丰收的时候，你们再

来做客。”看着不远处刚刚披上新绿

的稻田，吴正新满怀希望地说。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

“我推出冷冻银鱼和风干银鱼礼

盒后，销量不错，随后又推出了野生

大青虾、昭平湖三宝（银鱼、大青虾、

野生小白条）等礼盒，目前每年通过

线上线下销售6000余箱，销售额100

万元左右。”6月 4日，鲁山县库区乡

黑虎石村的师虽顺自豪地说。

师虽顺今年58岁，自幼居住在昭

平台水库边，年轻时也曾以打鱼为

生。“我还卖过几年丝绵，在湖北卖丝

绵时，发现那边的银鱼市价不错，想

着老家的昭平台水库虽然也产银鱼，

但品种老化、数量极少，就有了引进

银鱼养殖的想法。”师虽顺说。

2008年，师虽顺和库区乡政府签

订协议，开始在昭平台水库养殖银鱼。

“每年正月，我都会从太湖、丹江、小浪

底等地引进2亿颗左右的鱼卵，投放到

水库里和本地银鱼杂交，八九月开始捕

捞。银鱼出水即死，所以只能冷冻存

放，或是风干保存。”师虽顺说。

银鱼含有微量元素锌、铁、镁、

钙，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是一种具有

和胃健脾功效的高端食材，很受市场

欢迎。师虽顺介绍说，银鱼一般生活

在水面以下 2~10米的地方，属于中

上层鱼类，以浮游生物为食，只能野

生放养。

“都说银鱼没有骨头，也没有刺，

吃起来不会扎嘴，老少皆宜，其实它

有一根十分柔软的脊骨，只不过食用

时感觉不到罢了。”师虽顺说。

师虽顺的公司，年产鲜银鱼20吨

左右，80%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大

城市，其余的在本地销售。“这些年，

盛行直播带货，我也就跟风制作礼盒

装的银鱼在线上销售。此外，我还专

门在路边开了个昭平台水库生态鱼

展销门店，除了销售银鱼外，也销售

当地其他的名特优产品，生意挺不错

的。”师虽顺说。

近两年，师虽顺还委托一家有实

力的正规食品厂，加工了银鱼酱系列

产品，销路也不错。

“库区乡蓝莓多，我和食品厂也

达成了代加工蓝莓酒、蓝莓干、蓝莓

酥饼等协议，准备在今年的蓝莓节上

正式亮相，下一步还准备推出昭平台

水库野生鱼预制菜、水产年货大礼包

等。”师虽顺说。

农田高标准 种粮有底气底气底气底气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石少华

检修农机、清理晾
晒场仓库、安装烘干设
备……5月28日，位于
宝丰县商酒务镇赵官
营村的万家丰种植合
作社内，赵振强正带领
社员们忙着进行麦收
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合作社附近的广
袤麦田里，小麦已经泛
黄。

“再有两三天就该
收割了，各个环节都马
虎不得。”赵振强说。

今年60岁的赵振
强，是当地有名的种粮
大户，流转土地 2500
余亩，全部种植粮食作
物。从高中毕业算起，
他已经在土地里摸爬
滚打了40多年，从当初
在自家 6亩多土地上
“小打小闹”，到如今成
为宝丰县首屈一指的
“种粮冠军”“全国粮食
生产先进个人”。

站在赵官营村的连片万亩高标准

农田边，赵振强思绪万千。

40多年前，因为家贫，三兄妹中排

行老大的赵振强，高中毕业后选择回家

务农。虽心有不甘，但倔强的他没有选

择“躺平”，他立志要用知识在农村的广

阔天地里有一番作为。

赵官营村是宝丰县第二人口大村，

有村民5000余口，土地5000余亩。彼

时，由于生产条件、技术落后，小麦平均

亩产不到500斤。

咋能让黄土地长出高产粮？

当时十八九岁的赵振强，一边如饥

似渴地从书报杂志上学习科学种田知

识，一边进行种田科学实践。此时，正

值土地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他说服父

母，把家里两亩多好地，调换成了三亩

多谁都不愿意种的低产田，开始了自己

在土地上的实践试验。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当

时，我把村学校的粪池包了，利用放

学后和星期天的时间，当起了义务

‘挑粪工’，在地头挖了一个坑沤制有

机肥，用以提高土壤肥力。”赵振强

说。

一挑、两挑，一年、两年……经过

三年多的努力，年轻的赵振强顶着村

民们不理解的压力，硬是把低产田变

成了高产田，将小麦亩产提高到 700

多斤。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正是怀着对

农业的热爱，赵振强孜孜不倦地耕耘在

科技种田的道路上。土肥、植保等知识

不仅武装了头脑，更坚定了他走规模化

种植道路的决心。

2002 年，赵振强在村里成立了

公司，开展种植技术推广服务，并承

包土地 200 余亩，走上规模化种植之

路。

“第一次搞这么大面积，说实话我

也没底气。”赵振强坦言，开弓没有回头

箭，既然做了就要做到最好。他一方面

选种了“宝丰7228”“西安8号”等优质

麦种，另一方面远赴山东省德州市拉回

了生物有机肥，第一年便将小麦亩产量

提高到将近900斤。

在赵振强的不懈努力下，到 2012

年年底，10年间他将流转土地面积扩

大至3800余亩（2014年豫西南大旱后

调减到 2500 余亩），横跨周边四个乡

镇，成为宝丰县第一种粮大户。

把边角薄地变良田当起“挑粪工”

芝麻育种“领军人”张海洋

“小芝麻”结出科创“大成果”

流转土地 种稻规模规模规模规模

现有品种存在植株

高大、成熟时落粒

等问题

培育出我国首批短节矮秆、抗

落粒、宜机收芝麻新品种豫芝

NS610、豫芝ND837

机收
品种

存在问题 解决方法

抗病耐渍、优质专

用等育种材料匮乏

和育种技术落后

创制出一批育种上急需的突

破性优异新种质，创建了芝麻

复合杂交与分子标记选择相

结合的高效育种技术体系

产量
品质

鲁山农民师虽顺

水产礼盒年销售额百万元

新县“新农人”吴正新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个人、宝丰县种粮大户赵振强

走规模化种植道路敢于“吃螃蟹”

底气更足了种上高标准农田

6月4日，河南农业大学扶沟蔬菜研究院的科技人员在无土栽培大棚观察番茄结果情

况。近年来，该研究院科技人员培育番茄、西瓜、辣椒新品种40多个，推广100多万亩，促

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郭玮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