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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罗芸

5月22日下午，雨后的垫江
县江滨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区，几台拖拉机正轰隆隆地
耕地，为种植第二季青贮玉
米作准备。

从早上就开始在地
里忙活的黄正文，连看
手机的时间也没有。突
然得知袁老去世的消
息，他有些无法接受。

一直梦想跳出

“农门”的黄正文，曾靠制鞋成为百万富翁。但
2005年，他在海南偶遇袁隆平后，彻底转变了
对农业的认知。

从袁老口中，黄正文第一次听说了“现代
农业”“农业产业化”这些新名词，第一次明白
了农业对中国的重要性、科技在农业中的决定
性作用。

当时两人约定：黄正文回乡发展现代农
业，成功后请袁老到现场看看。

黄正文回忆说，2007年，自己关掉了皮鞋
厂，流转了500亩土地，创办了垫江首个现代
农业园区——江滨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黄正文从袁老那里懂得了，现代农业必须

实行规模化生产，首先得推行机械化。为此，
他将流转后的土地田埂去除，让零碎的土地整
合起来，方便机械作业。

那段时间，黄正文每天在园区里工作18
个小时，有时累得坐在路边就能睡着。

“干农业太累了。但一想到我还和袁老有
个约定，不能轻易放弃，就又强打起精神接着
干。”黄正文说。

现在，这个农业园规模已扩大到1100亩，
包括500亩精品蔬菜、300亩青贮玉米地、300
亩果园，存栏400头肉牛。园区内除了采取现
代科技节本增效，还实行循环农业，在减少饲
养污染同时提升产品品质。

“这个农业园是我们家、是我们镇很多人
的收入来源！”白家镇湖滨社区居民何昭树
说。何昭树以每年350公斤稻谷的价格，将家
里6亩多田地流转给农业园，他还在农业园里
打工，工钱按天数结算，每天100元。目前，园
区常年聘用16名当地农民进行日常管理，农
忙时节，还要另外再聘请七八十人务工。

2015年，黄正文又建起社区超市，供应农
业园的新鲜蔬菜，向主城大型企业、事业单位
提供蔬菜配送服务，并联合周边30多家蔬菜
基地建立起标准化生产规程，抱团发展蔬菜配
送。

现在，黄正文的现代农业园区总算是干出
了点成绩，他本人也被评为“重庆市劳动模
范”。

“前不久我还在想，怎么联系上袁老，当
面向他汇报，兑现当年的承诺……”黄正文
说，“我要把农业园产业链继续延伸，吸纳更
多的乡亲从土地里‘掘金’，为乡村振兴出一
份力。”

他和袁隆平约好

农业园区发展好了 请袁老到现场来看看

1939年8月至1942年7月
在重庆龙门浩中心小学读书

1942年8月至1943年1月
在重庆复兴初级中学读书

1943年2月至1944年1月
在重庆赣江中学读书

1944年2月至1946年5月
在重庆博学中学读书

1949年8月至1950年10月
在重庆北碚夏坝的相辉学

院农学系读书

1949年8月至1953年8月
在西南农学院农学系农作

物专业学习，1950年11月至1953
年7月，院系调整并入重庆新建
的西南农学院农学系，袁隆平续
读3年至毕业。

1951年7月
袁隆平在西南农学院报名

参加空军，体检、政审合格，后因
在校大学生更需参加经济建设，
而未入伍，继续留校学习。

1953年8月
袁隆平毕业于西南农学院

（现西南大学）农学系。服从全国
统一分配，到湖南省怀化地区的
安江农校任教。同年被分配到偏
远落后的湘西雪峰山麓安江农校
教书。

（本报记者整理）

袁隆平曾在重庆求学11年

“我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感情”

大足区拾万镇，重庆隆平五彩田园景区。（本报资料图片） 特约摄影 瞿波/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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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走出来的科学家
袁隆平

2015年8月11日，袁隆平参加
重庆农投种业发展战略研讨会。
（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陈维灯

5月22日，暮色苍茫，大足区万古镇莲花
村偶有细雨飘落。

村民卢华举心不在焉地刨了两口饭，就坐
到了家门口，念叨着，“你说这么好的一个人，
怎么就走了呢？”

当天13时左右，“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逝
世的消息在莲花村传开，许多村民都悲伤不已。

大足，是袁隆平工作的第一站。
1951年底至1952年，他曾在大足万古区

新石乡十七村（今莲花村）工作了3个多月，与
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那时候村里都喊他‘袁大学生’”

卢华举自小就听父亲卢中明提及与“袁大
学生”一起工作的事情，“他比袁隆平小2岁，
两人年龄相仿也很谈得来，所以当时常常一起
测田块、作表册。”

“‘袁老是1951年底来到我们这里的。”卢
华举对父亲的讲述记忆深刻，村里当时正在进
行“土改”，乡亲们的心情十分急切，巴不得早
一天分到土地，可村里连识字的人也找不到几
个，工作很难开展。

就在这时，来了一个工作组，专门指导村
里的“土改”，袁隆平正是其中一员。

初到村里的袁隆平，身穿黄军装、背着为
人民服务的军挎包、脚下是黄胶鞋。喜欢穿军
装的袁隆平就被村里的人认为是从重庆来的

“军大学生”。
“所以，村里人都喊他‘袁大学生’。”卢华

举说，父亲当时在民兵排里任文书，就与袁隆
平一起参与了统计工作。

“一直打哆嗦，‘袁大学生’却没有
停下来”

自从袁隆平到村里后，村民就时常向他请
教各种问题：“‘袁大学生’，这个字怎么写？‘袁
大学生’，这个表是啥子意思……”

虽然袁隆平当时在村里的主要工作是统计、
造各类表册，为“土改”作准备，但因为当时就属
袁隆平的学问最好，所以大家一有问题就找他。

虽然大家的问题层出不穷，但袁隆平非常
谦和，总是微笑着为大家答疑解惑，加之工作
又特别认真，村里人都喜欢他。

“父亲说，当时他们的工作地点在莲花庵，
每天要开会还要实地勘查土地，晚上也常常点
着马灯干活。”卢华举清楚地记得，父亲曾讲过
袁隆平的一个小故事。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第二天就必须分土
地了，可当时的七村还没有完成相关的数据统
计。负责七村统计的两个人，因为自身的成分
不太好，怕被认为是刻意搞破坏，会受处分，吓

得一直哭。
袁隆平听说这个消息后，立即组织人员帮

忙进行统计工作。
“当天晚上雪下得很大，到了下半夜，又冷

又饿又困，父亲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袁大学
生’虽然也一直在打着哆嗦，却一刻也没有停
下来过。”卢华举绘声绘色地讲述着，犹如自己
当时就在现场，“整整干了一夜，才完成所有的
统计工作，第二天的工作也得以顺利开展。”

“经常吃不饱，但他从无怨言”

袁隆平在大足工作期间，吃住就在距莲花
庵只有约200米远的村民云海良家里。

“听我妈妈说，他吃住在叔父家里，每天要
交5分钱的伙食费。”云海良老人已经去世，他
的侄儿云高伟介绍，当时物资稀缺，农村条件
十分艰苦，袁隆平和云海良一家同吃同住，从
来没有提过任何要求，“经常吃不饱，甚至有时
候一天只能吃一餐。”

巧合的是，云高伟与袁隆平是同一天生
日，“我刚好比‘袁大学生’小20岁，‘袁大学
生’来村里时，我才2岁。”

虽然当时自己年纪很小，对“袁大学生”没
什么印象，但云高伟记得，“我叔父在世时，还
给我说过，袁隆平当时最喜欢来抱我耍。”

“谁能想到当年的‘袁大学生’会成为‘杂
交水稻之父’啊？他可是为老百姓干了天大的
好事啊！你说这么好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
……”云海良的女儿云华菊虽然从未见过袁隆
平，却时常听长辈们说起“袁大学生”的故事，

“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在我心里，他一直
是我们的家里人。”

“我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感情”

夜色里，雨越下越大。
大足区拾万镇党委副书记张弟广和镇长

姜从志驱车半个多小时，冒雨来到了位于拾万
镇长虹村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研究中心重庆
分中心。

“这个中心，就是在袁老的亲自关心支持
下于上个月正式设立的。”站在袁隆平亲笔题
写的“重庆隆平五彩田园景区”几个大字前，张
弟广和姜从志不禁回忆起2017年初次拜访袁
隆平时的情形。

拾万镇自古就被誉为大足粮仓，拥有万亩
优质高产水稻基地，其中水稻示范片达5000
亩。为了致力于发展现代农业，拾万镇将水稻
作为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

“因为袁老曾在大足工作过，而且与大足
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们就产生了请袁老
到我们这里设立专家工作站的想法。”2017年
10月，张弟广一行怀着忐忑的心情赶赴长沙，
向袁隆平说明来意，“没想到袁老非常爽快地
答应了。”

姜从志记得，袁隆平还愉快地回忆起自己
多年前在大足的工作和生活经历，“袁老告诉
我们，当年他先坐火车到邮亭铺（今大足邮亭
镇），再坐手扶拖拉机转到莲花庵……”

2018年9月16日，袁隆平院士专家工作
站授牌仪式在大足区拾万镇举行，袁隆平在发
来的贺词中回忆了自己和大足的渊源，并对袁
隆平重庆院士专家工作站的成立表示祝贺：

“我曾在重庆求学11年，大足是我工作的第一
站，这里是我追求梦想与事业起航的地方，我
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感情，所以一直以来特别关
注这一地方的发展。”

□本报记者 颜安

“十分震惊、意外和悲痛。”5月22日下午，
电话那头的宋敏声音有些低沉，他回忆起了自
己与袁老的几面之缘。

宋敏是南川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水稻高产技术推广是其工作重要内容，“这些
为数不多的见面机会，有两次让我印象最深
刻。”

第一次是2014年。南川区农业系统去
湖南怀化市溆浦县横板桥乡高产攻关基地，
考察学习超级稻高产攻关示范片的技术和
经验。“当时基地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袁老也
会到基地来指导，我们一听就兴奋不已。”宋
敏说。

让他没想到的是，袁隆平听说他们来自重
庆南川，尤其是听到宋敏也是和自己一样毕业
于西南大学后，也有些激动。

正是在这次会见中，南川争取到了第五期
超级杂交稻百亩高产攻关示范片的名额。临
走时，袁隆平还拿出一袋米，送给了宋敏。

第二次是 2015 年 8月 10日，在重庆参
加活动的袁隆平，来到了南川。宋敏回忆，

那一年袁隆平已是 85岁高龄，但他仍旧保
持着一贯的风格，穿着简单朴素的方格衬
衣，步履稳健，一下高速就直奔东城街道三

秀社区第五期超级杂交稻百亩高产攻关示
范片。

该示范片占地100亩，示范品种为“超优

千号”，是袁隆平在第四期超级稻的基础上，
通过“扩库、增源、多抗”等技术手段，亲自选
育的具有超高产潜力的第五期两系籼型超级
杂交水稻，目标产量16吨/公顷（1067 公斤/
亩）。

“袁老兴致很高，他一边兴致勃勃地参观
杂交稻示范基地，一边与农民和本地专家交
流。”宋敏说，“当他听到示范片的颖花数（即谷
子）达到每亩4000多万时，显得非常高兴，并
表示了肯定，认为‘在南川这样的温光条件下，
能达到这样的数据，已非常不错’。”

现场参观后，袁隆平为南川米欣然写下
“南川米”“袁隆平题”“二O一五、八、十”三行
字。

当天的午饭准备的是金佛山优质大米，这
种大米粒细体长、形状似梭、质白如玉、米色透
明，煮出的米饭绵柔甜香、清爽可口。袁隆平
吃完一碗米饭后连说“好吃”，并好奇地询问南
川米的生产环境、种植技术等情况。

随后，袁隆平拿来此前他题的字，提笔在
“南川米”后面加了一个“好”字。

“这个肯定，对我们触动很大。”宋敏激动
地说。

一个多月后的测产中，专家组选取了有代
表性的高、中、低产量田块各1块进行机收。
经测产，三块水稻的平均亩产达到950.5公斤，
其中，高产田块平均亩产突破1006.7公斤，这
是当时南川优质杂交稻亩产量的近两倍，这让
南川农业人对种出高产优质稻有了更坚定的
信心。

2015年，袁隆平在南川考察杂交稻后题下“南川米好”

坚定了农人种出高产优质稻的信心

大足区相关部门到湖南长沙看望袁隆
平并对接工作站事宜。

（大足区宣传部供图）

5月22日，大足区拾万镇国家杂交水
稻工程研究中心重庆分中心。

记者 陈维灯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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