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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

李经勇：搞科研就是要不怕坐“冷板凳”
本报通讯员 刘帅

张兴端是万州区科协兼职副主席、重庆三峡农科院
副院长、院科协副主席。多年来，张兴端始终坚守一个
信念：依靠农业科技能使农村脱贫、农民致富。

近年来，张兴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率先垂范“三长
带三师”，常年带领三峡农科院科协农艺师下乡进村、走
家串户、开展科技专家助力精准扶贫工程，为基层解决
各种“疑难杂症”，被老百姓亲切地唤作“农作物医生”。

张兴端说：“虽然都是农作物，但不同作物品种的习
性是不一样的。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这就需要你不断
地学习，真正做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他不仅这样
说，还用实际行动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大山深处的田地成了他的“工作室”，白天采集数
据、了解玉米制种生产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晚上与农户
们一起探讨交流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通过农科院
提供技术指导、农户参与制种这样的形式，张兴端带领
他的团队，在乡里发展了1500亩玉米制种，让许多农户

尝到了依靠农业科技脱贫的甜头。
近年来，张兴端将负责的“玉米密度与肥料使用试

验”选址在甘宁镇，为了提高玉米产量，找准最佳种植密
度和肥料使用量，每逢周一他都会来到海螺村调研。

张兴端介绍，把握好玉米种植的密度，合理使用
化肥和农药对农作物生长至关重要，很多农民缺乏技
术，尤其是农药、化肥使用不当，易造成水土流失，环
境污染。为此，张兴端把如何教会农民掌握玉米技术
作为己任。

2019年6月，连续下了多日的大雨刚停，张兴端匆
匆赶到了试验基地，一边观察玉米长势，用本子记下了
一串数据，一边讲授示范，吸引了许多村民前来取经。

“跟着农科院的专家种田，一年抵得上三年。”村民们说。
张兴端累计主持参与完成国家、市级、地区科研项

目9项，还获得重庆市政府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万州区
政府科技进步一等奖等荣誉。

渝香203是我市成功育成的重庆高温伏旱区首
个品质达国颁二级优质杂交水稻品种，该品种在四
川、贵州、江西等省市进行示范推广，目前国内种植面
积已达1137万亩，新增产优质稻谷近3亿公斤，结束
了重庆没有优质大米的历史。

在渝香203成功育成的背后，是一群人多年的努
力和坚持，其主研人员是奋战在科研一线的李经勇。

“搞科研就是要不怕坐‘冷板凳’，守得住清贫，耐得住
寂寞。”李经勇说。

潜心育种三十年

1989年，李经勇从西南农业大学（现西南大学）毕
业来到了永川，进入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原重庆市作物
研究所）工作。谈及当初的选择，李经勇表示主要源自
儿时的梦想。“因为我老家在农村，小时候经常吃不饱
饭，就想着怎么能够让地里多长点粮食，让更多的人填
饱肚子。读书的时候就选了农学院。”李经勇说。

李经勇的主研方向是中稻、再生稻栽培技术研究
和品种选育。李经勇解释道：“现在耕地越来越少，如
果能够一种两收，把秋季稻田的温光用上，产量就更
高了。并且，再生稻更好吃一些。”

从业30年，李经勇先后主持、主研“水稻再生力
品种资源（材料）的引进与利用”“再生稻栽培技术规
范”“再生稻高效生产模式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香
型优质杂交稻渝香203节本高效栽培示范”等各级科
技创新、成果转化项目40多项，通过国家、重庆等审
定的渝香203、渝优7109等优良品种21个，获国家授
权专利6项。

提及成绩，李经勇最骄傲的便是渝香203的育
成。“重庆最好吃的渝香203就是我育成的。”李经勇
说。当时重庆没有一个国家颁发的二级优质米品种，
水稻渝香203的育成，让地处西南高温伏旱稻区的重

庆有了优质杂交水稻。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渝香203的育成是李经勇的骄傲，但育成一个新
品种却一点也不容易。新品种的育成，至少需要花费
8到 10年的时间，甚至有可能一辈子也无法育成一
个。以渝香203为例，从 1994年开始确立课题，到
2006年才通过重庆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经历了足足12年时间。

在强化科技创新的同时，李经勇还十分注重成果
的示范推广应用。在他的带领下，团队创新集成了渝
香203产业化关键技术，实现了高温伏旱区渝香203

“品种+品质+品牌”高值化应用，提升了优质稻产业。
目前，渝香203通过8次审认定，鉴定恢复系1个，创新
集成7套不同耕作与种植方式的栽培技术模式，拥有
新品种权1项、注册商标1项，发表论文26篇，合编农业
农村部技术手册1本。成果的大面积推广，不仅提高了
稻米品质和种植户收入，还提升了企业品牌效益，更减
少了肥料与农药投入，保护了生态环境。

在大足区拾万镇，渝香203杂交水稻还为乡村旅
游注入了新的活力。在220亩稻田里，紫、红、黄、绿、
白等五种颜色的水稻，构成了“袁隆平院士”“长虹娃”

“2020”“全面小康”“复兴梦想”等文字logo和卡通图
案，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据了解，该基地
预计到年底将会突破20万人次游客的数量，预计旅
游总收入将达到500万元。

做稻田试种的坚守者

如今，渝香203在全国推广已有近1000万亩，云
南、贵州、四川、陕西、江西、湖南等地都已经通过审查
认定，可以大面积种植。在李经勇看来，当初再多的

艰辛也都是值得的。
“第一个品种确实不容易，有积累了就容易了。”

回首自己30余年科研路，李经勇乐观地说。
除了品种选育本身的难度，30年的科研工作中，

李经勇还遇到过许多实际的困难。首先是经费问
题。“2006年到2007年期间，团队的人自己垫钱搞科
研。”李经勇说。

农业科研工作，除了在实验室内的研究，更多的工
作需要在田间地头完成。在品种选育工作中，由于重
庆一年只能种一季水稻，为了加快进程，李经勇这样的
农业科研工作者就像“候鸟”一样，每年8月就到海南
再种一季水稻，第二年3月回到重庆继续播种。重庆、
海南两地来回奔波，一年当作两年用。“上世纪90年代
到海南，只有挤火车，有时候挤都挤不进去，并且没有
座位，有时候会睡到座位下面。”李经勇回忆，“当时在
海南没有固定的基地，只有找农民租田地，风餐露宿。
有一年还遇到台风，把大家都折腾得够呛。”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保育栽培技术的推广应用
和品牌建设，力争三到五年，在川渝地区和长江流域
新增20%至30%的推广面积，让每公斤稻米价值提高
5角到1元，有效增加农户收入，让重庆产的优质稻米
走向全国。”李经勇说。

这次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科技强
国，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关键变量作用，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的支撑引领
作用。 ——张连起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
连起）

沃尔巴克氏细菌wStri株系在灰飞虱体
内的作用明显，可以完全导致灰飞虱后代不
育，而褐飞虱又是对亚洲更有威胁的稻飞虱，
所以我们尝试向褐飞虱卵内注入沃尔巴克氏
细菌wStri株系，效果显著。 ——洪晓月

（洪晓月，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教授）

要落实我国提出的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
实现碳中和的新目标、新任务，非化石能源
消费占比需要快速提升，尤其电力行业要
加速脱碳。光伏、光电等新能源将迎来更加
广阔的发展空间。 ——刘译阳

（刘译阳，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从全球的视角来看，中国的人工智能发
展具备了很好的基础，但也存在明显短板。
中国在科研产出、产业发展和政策环境方面
有一定优势，但在科技领先实力、人才尤其
是高端人才的储备，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等方
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李修全

（李修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

抗美援朝老战
士杨秀珍在主题活
动上接受学生献
花。近年来，90 岁
的抗美援朝老战士
杨秀珍，多次到学
校为学生们讲述抗
美援朝时的经历，
鼓励同学们从小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和
爱国主义情怀，努
力学习报效祖国。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李经勇，重庆农科院特色作物所副所长、
书记，重庆再生稻研究中心主任。先后获重庆
市政府科技进步奖6项，农业农村部、教育部
科技奖项（丰收奖）3项，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
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重庆市杰出人才突出贡
献奖，重庆市粮油生产先进个人，重庆市先进
工作者等称号。

张兴端：大山里的“农作物医生”
本报通讯员 姚世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