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仲怀，中共党员，国际著名蚕学专家，中
国工程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家蚕基因组
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首任首席科学家，西南
大学蚕学与系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
蚕业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主持创建农业部蚕
学重点实验室和蚕学国家重点学科，主持过多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攻关项
目。牵头建立了当今世界最大的家蚕基因库，
率领中国家蚕基因组团队完成了世界第一张高
质量家蚕基因组框架图。

陆昆鹏，中共党员，现为家蚕基因组生物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后。生于1990年5月，云
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人。2009年
考入西南大学生物技术学院蚕学专业。2013
年考入西南大学家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成为遗传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并获硕博连
读资格，于2020年12月获理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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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就是一辈子和困难打交道，一辈子和未知打交道，
但每解决一个困难就会打心底感到高兴。”9月14日，西南大学蚕
学宫3楼办公室，84岁的蚕桑学泰斗——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蚕
桑产业技术体系首任首席科学家向仲怀，在与家蚕基因组生物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后、90后的陆昆鹏对话时，道出60多年科研

工作的感悟。
对陆昆鹏而言，这场持续5小时的对话，不仅是一次关于科学

研究选择与坚守的言传身教，一场关乎蚕桑产业重回经济发展“主
赛道”的路径探讨，更是一位老科学家对年轻一代的嘱托和期盼。

“有豁然开朗之感，充满信心和力量。”陆昆鹏说。

蚕桑学泰斗向仲怀对话90后博士后——

推动蚕桑产业重回经济发展“主赛道”

对话“建党精神”·科学家来了①
重庆日报 市科协 联合推出

讲信念 向仲怀：那时候我们一致的理想就是多学点知识，为人民服务
陆昆鹏：坚守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做利国利民之事，担强国兴邦之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谈到最
初专业的选择时，向仲怀和陆昆鹏深
有同感。

“小时候看过的书中，《伟大的自然
改造者——米丘林》最令我印象深刻。”
这本书介绍的是苏联科学家米丘林的
人生经历和科学成就，让年少的向仲怀
心向往之，初中毕业选择了涪陵农校。

“农校注重联系实际。”向仲怀回
忆说，农校的学习，最重要的是培养了
好奇心，对什么事情都有兴趣，而且能
够提出问题。

1954年，向仲怀考入西南农学院
蚕学专业，从此与蚕桑结缘。

“我是被分配到这个专业的，那时
并没有是否服从分配这个选项。”向仲
怀笑着说，那个年代，能到大学里读书
就是最大的梦想。“那时求知欲特别
强，一心一意想多学一点，由于农校出
来，基础课比较差，所以学习特别吃
力，但我特别喜欢，也特别勤奋。”

“和您不太一样，我是上了本科以
后才坚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陆昆鹏
想起了自己刚“入行”的时候。

2009年，陆昆鹏高考后填报了热
门的理学类专业，后被调剂录取到蚕
学专业。他发现，蚕学研究涉足广泛
的生命科学问题，这与自己从初中起

就非常感兴趣的生物学密切相关，且
蚕桑产业是我国的优势传统产业，以
家蚕为对象的基础研究会有广阔的用
武之地。想明白这点，陆昆鹏决心学
好蚕学专业。

虽然向仲怀和陆昆鹏的大学求学
路相差整整55年，但他们有着同样的
身份——中共党员。

看着坐在身旁青春洋溢的年轻人
陆昆鹏，向仲怀回忆起自己在校读书时
的情景：“那时学习氛围非常好，同学们
每天回到寝室就是讨论学习。在实习
的时候，能用自己所学帮蚕农解决具体
问题则最为自豪。那时候我们一致的

理想就是多学点知识，为人民服务。”
正是抱着为人民服务这一初心，

1958年毕业这年，向仲怀便向组织递交
了自己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然而因为种
种原因，直到24年后的1982年，向仲怀
才得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将这一
信仰融入到自己此后的科研事业中。

半个多世纪过去，祖国各地早已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小受身边共
产党员先进事迹熏陶的陆昆鹏，向往
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由此，2009年进
入大学之后，他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并于2010年成为年级第一批加入党
组织的4人之一。

“希望自己坚守共产党员的初心
和使命，做利国利民之事，担强国兴邦
之责。”陆昆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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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话

“上世纪50年代，四川省射洪县
等川北蚕区，蚕病连年暴发，蚕农遭受
巨大损失，派专家去调研了几次都不
清楚病因。”说起几十年前的事情，向
仲怀记忆犹新。

1959年3月，22岁的向仲怀被抽调
为四川省农业厅蚕病工作组成员派往
射洪县。他带着相关书籍和显微镜等
器材住进蚕农家中，同吃同住同劳动。

然而，随着一批批蚕相继死去，工
作组成员陆续离开，流言蜚语四起。

“我是顶着压力自己坚持留下来
的，我当时想的是一定要把问题找
到！”4个月后，向仲怀用显微镜检查

一份标本时，终于发现了一个腹部肿
大的小虫，经查阅资料，确认是壁虱。

这次发现，为肆虐川北的蚕病找
到了防治的关键，也填补了国内蚕学
研究的一项空白。

这个故事，陆昆鹏曾听说过，但听
故事主人公生动再现，还是第一次。

“那次经历确实让我受到了科学
实践的磨练，也体验到了坚守后获得
成功的快乐。”自那时起，在科研这条
路上，向仲怀变得更加坚定。

“学问不能投机取巧，不能半途而
废，也不能功利主义，必须坚守。”看着
陆昆鹏，向仲怀缓缓说道，“搞科研就

是一辈子和困难打交道，和未知打交
道，但每解决一个困难就会打心底感
到高兴。”

“那如何才能面对困难，坚守不放
弃？”陆昆鹏虚心请教。

“你们去泰山看过九弯十八拐
吗？”向仲怀思忖了一下笑言：“一步
一步往上登，走到南天门再往下一
看，不止是雄伟，你会发现之前的难
事都不是事了，而是变成了一种享
受，一种乐趣！人生也一样，只要有
目标，一步一步坚持不懈，自然就做
成了。”

陆昆鹏不时点头。作为博士后的

他明白这番话的意味：“科研的道路无
穷无尽，没有退路可言，虽然很难，但
确定目标之后，只要想着不断解决遇
到的问题就行了。”

正是这份坚守，向仲怀在赴日学
习蚕学前沿知识两年后，立志恢复中
国蚕业领先的历史地位。从创立蚕桑
丝绸学院，建成全国首个农业部蚕桑
学重点实验室并获蚕学博士学位授权
点，到发布世界第一张“家蚕基因组框
架图”，搭平台、建团队，一步步把蚕桑
学科带向新高度。

向仲怀坦言，作为蚕桑学科的“独
门院士”，自己更有责任把学科建设推
向世界前沿水平，“如果丧失发展的机
会，愧对祖先，也将是历史的罪人。”

（下转03版）

讲坚守 向仲怀：做学问搞科研不能投机取巧，不能半途而废，也不能功利主义，必须坚守
陆昆鹏：求学和科研都一样，一旦目标确定，就“没有退路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