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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秀山，山银花开得满山遍野。
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重庆综合试验站
站长、重庆市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
家李隆云领着团队成员和药农一起，一边
忙着采收山银花，一边收集原始科研数据。

二十多年前，秀山县的农户们不会想
到，山间不起眼的野花竟会成为他们脱贫
增收的“致富花”。从野生到家种、从小范
围到大面积、从寂寂无名到成全国各大药
材市场的抢手商品，秀山山银花产业快速
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李隆云和他带领的科
研团队多年来的辛勤付出。

时光回溯到2001年，那时秀山县山
银花种植还比较分散，药材硫磺熏制加工
技术落后，山银花卖不起好价钱。李隆云
带领科研团队初到秀山，在钟灵乡马路村
为农户的山银花修枝整形，可农户认为，
修剪枝条会降低山银花的产量，扛着锄头
把他们撵出了田头。

李隆云没有灰心，他带领团队扎根秀
山，下定决心要提高秀山山银花的品质和

产量，为农户致富增收提供科技支持。
有优质的种质资源，才能培养出优良

品种。在秀山县工作期间，李隆云带领团
队踏上了育种的科研之路。

“我们搞农业科学就要能吃苦，只有
吃得下苦，才能出成绩。”回忆起当年的情
形，李隆云很是感慨，“通过5年多的努
力，团队和秀山县盛达农业有限公司成功
培育出山银花新品种‘渝蕾1号’。经试
验，‘渝蕾1号’较传统品种灰毡毛忍冬增
产30%以上。”

这让团队受到很大鼓舞。但新品种
在推广时却面临着许多困难。李隆云背
着笔记本电脑，带着科普资料，给相关部
门、农户做科普宣传，从品种概念到选育
过程，一遍又一遍讲解，不厌其烦。最终，

“渝蕾1号”得到了大家的认可。2008年，
“渝蕾1号”被重庆市林木品种审定委员
会审定为山银花良种，成为重庆市审定通
过的首个药用植物新品种。2010年“渝
蕾1号”在秀山县栽植面积达5万亩，成了

秀山山银花产业发展的主导品种。
中药材种植科研工作，李隆云一干就

是37年，其间他走遍了西南地区主要药
材产区和青藏高原大部分药材产区。截
至目前，李隆云完成了国家攻关、国家支
撑计划等20余项中药规范化种植研究课
题，获发明专利40余项，在重庆市率先培
育出青蒿、玄参、粉葛、山银花、川党参新
品种10个，引种成功槐米、青蒿良种2个，
制定重庆市地方标准36个，完成了重庆
市及酉阳、秀山、南川、巫溪、城口、潼南、
武隆、石柱等10余个区县政府中药材产
业规划。

“目前我们在国家和重庆市中药材
产业技术体系经费支持及市科技局项目
支持下，在秀山、酉阳、巫山、石柱、潼南、
铜梁、垫江等地开展‘渝十味’药材的品
种选育和种植技术研究，项目完成后将
进一步提高重庆中药材的市场竞争力，
助推全市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李隆
云说。

李隆云：

科技赋能 秀山山银花成“致富花”
重庆科技报记者 樊洁

20年来，她用心、用智、用情扮演好
“妈妈”“老师”“校长”3个角色，陪伴700
多个盲孩子走出校园，走向崭新的人生道
路。

20年来，她用音乐给盲孩子们插上
梦想的翅膀，引导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奋进
的力量，给他们送去光明，带去希望。

她就是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党支部
书记、校长李龙梅。7月13日，重庆日报
记者走进重庆市特教中心，聆听李龙梅和
孩子们的故事。

家访行程3万多公里，走遍
重庆所有区县

时间回到2001年。30多岁的李龙
梅从重庆一所普通小学调任至重庆市盲
人学校任副校长，她要闯的第一关便是如
何与孩子们沟通。

盲文由6个圆点组成，其凹凸变化，
排列出 64种符形。为了弄懂这些“天
书”，李龙梅把盲文字母表打印出来，贴在
墙上、装进包里，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强化
记忆。到校一周后，她就可以批改盲文作
业，这令同事们颇为惊讶。

虽然过了语言关，但想要真正走进盲
孩子的内心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教
中心曾有名学生叫小杰，从小尿床、调皮，
爱占小便宜，家长长期失联。那年暑假，
李龙梅带着老师驱车200多公里到巫溪
县大山深处家访。小杰一贫如洗的家境，
令李龙梅心疼不已。

她找到学中医的朋友为小杰免费治
疗尿床的毛病，并经常找小杰聊天。在接
触中，李龙梅发现小杰有惊人的音乐天
赋，于是，她带着小杰尝试乐器，在她的不
断鼓励下，短短几年时间，小杰学会了9
种乐器。

2019年，李龙梅鼓励小杰参加盲人
高考，并带头捐款7000多元解决小杰赴
长春参加高考的费用。当年，小杰以出色
的专业成绩被长春大学音乐学院录取，人
生由此改变。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特教中心教师
周远琦称，近10年来，李龙梅带着全校教
师进行家访，累计行程3万多公里，覆盖
重庆所有区县及周边省市边远地区。

“要树立他们的自信心，让他们
更有尊严地活着”

孩子们常年住校，部分还患有其他残
疾，孤独感、焦虑感强烈，加上看不到前
途，孩子们普遍有严重的自卑感。

“视障教育不光要教会他们掌握一技
之长，更要树立他们的自信心，让他们更
有尊严地活着。”李龙梅说。据了解，该校
所有职高学生均学会了推拿按摩技能，高
2005级学生田鑫还被评为第二届“内蒙
古十大杰出青年”。

李龙梅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盲孩
子同样需要接受高等教育。2001年底，
她独自一人乘坐火车，来到亚洲特殊教育
领域办学规模最大、声誉最高的长春大学
特殊教育学院，讲实情、诉衷情、恳求合作
支持。

李龙梅的诚恳态度打动了对方。
2002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在重庆
市特教中心设立远程教育基地。当年，首
届4名盲孩子全部考入长春大学。目前，
特教中心已有320多名学生考入大学。

“用音乐为孩子们打开看
世界的另一扇窗”

2011年，原重庆市盲校搬迁至南山
并更名为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来到新
校区，李龙梅也有了新的想法，她希望用
音乐丰富孩子们的精神世界。在李龙梅
的带领下，学校说干就干，34名教师带着
盲孩子们一起组建了扬帆管乐团。

2012年和2014年，李龙梅两次受邀

率团参加“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管乐艺
术节，听到孩子们的演奏，世界音乐大师
梅耶称赞：“太震撼了！”2015年9月，李
龙梅率团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在国家大
剧院同台出演“最好的未来”公益晚会，时
任文化部部长雒树刚称赞盲孩子们的演
奏是“心之声、魂之曲，天使在歌唱”。
2016年底，扬帆管乐团携手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乐团，先后在北京解放军军乐厅、
重庆大剧院共同演绎《生命的色彩》《看见
微笑》两场公益音乐会，现场座无虚席。

扬帆管乐团荣获“2015年度感动重
庆十大人物特别奖”。孩子们的父母激动
得热泪盈眶，纷纷赞叹，“学校用音乐为孩
子们打开了看世界的另一扇窗”。

“让我的每一个孩子挺起胸膛”

陪伴孩子们成长的同时，李龙梅在视
障教育科研上也硕果累累。她主编参编
著作5部，先后主持4项市级课题并顺利
结题，其中市级课题《盲人学校校本教材
建设研究》获得重庆市第四届优秀教育科
研成果一等奖，校本教材《盲校美工》填补
了全国盲校专业美工教材的空白。

李龙梅还组织学校教师与四川、新
疆、西藏等地的特殊教育学校结对，先后
培养15个省市的20余名少数民族盲人学
生考入大学。2012年，新疆柯尔克孜族学
生古力卡衣考入长春大学音乐学院，成为
新疆第一个考入本科院校的视障学生。

20年的辛勤耕耘，李龙梅收获了爱
的回报。她先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
荣誉称号、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提名
奖、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并成为党的十
九大代表。“能看到我的每一个孩子挺起
胸膛的样子，是我今生最大的欣慰。”李龙
梅说。

李龙梅：

20年陪伴700多个盲孩子开启崭新人生
重庆日报记者 匡丽娜

李隆云（右二）在秀山隘口东坪村指导
田间管理。

（受访者供图）

李龙梅（左七）和盲孩子们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