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1年年99月月2828日 星期二日 星期二
主编主编：：苏伶俐苏伶俐 见习编辑见习编辑：：关莹洁关莹洁 美编美编：：况中银况中银

投稿邮箱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cqkejibao@sina.com

1414

陶然，1984年生，重庆市九龙
坡区疾控中心副主任，疾病控制主
治医师。重庆市学生营养与健康促
进会理事、重庆市预防医学会健康
促进与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重庆
市委宣传部理论微宣讲巡回宣讲团
成员、重庆市“两讲”示范宣讲员。

人物名片>>>

陶然正在查阅科普资料。 （受访者供图）

张致力，1965年生，现任重庆
市渝东南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
院长，三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水
稻的品种资源、育种、栽培技术研
究及新品种示范推广等一线科研
科普工作，先后主持、主研多项科
技项目，获市级科技成果奖一等
奖 4 项，三等奖 2 项，为重庆市水
稻科学研究、技术进步及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人物名片>>>

张致力正在查看水稻长势。 （受访者供图）

“在一个冬天的早上七点，老王
出门锻炼迟迟未归，目击者看见他在
跑步时突然倒下，这究竟是意外还是
凶案……”听到陶然熟悉的声音，九
龙坡区的不少群众便知道是“健康故
事小陶讲”视频节目开始了。为了心
爱的健康教育与疾病防控科普事业，
重庆市九龙坡区疾控中心副主任陶
然不惜摆开架势讲起了评书。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你被吸引
进来了，接下来讲述的健康教育知
识，你才会听得进去。”陶然比画着解
释道。在各级各类科普宣传、研发、
设计等工作中，陶然最令人称道的，
就是擅长把艰涩难懂的医学理论转
化为群众喜闻乐见、听得懂、感受得
到的通俗性科普内容。每当奋战在
科普工作一线的时候，陶然往往会将
戏剧、曲艺、演讲方面的特长与医学
专业结合起来，讲故事、说言子、演话
剧，创新基层科普形式。

在“健康故事小陶讲”里，陶然就
会通过评书故事的方式进行健康知识
宣传普及。他原创的《清晨湖边的悬
案》《吸血鬼传说的真相》《苗哥喊你打
疫苗》等集故事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健
康科普作品，深受群众喜爱。作为单位
分管健康教育工作的领导，陶然还在全
市率先推进专业机构科普演讲比赛，发
现并培养更多的专业人员加入讲健康
故事的科普队伍当中，使“小陶讲”成为
了“大家讲”，也成为了市级健康教育科

普品牌。为此，陶然和他带领的团队多
次受到国家和市级表彰。

除了日常的各种巡回宣讲和汇
报宣讲，陶然曾代表重庆市参加全国
健康促进与教育技能大赛，获科普演
讲类和科普材料设计类两个一等
奖。带队代表重庆市参加省际健康
教育科普技能大赛，获得个人和团体
两个三等奖。在中共重庆市委宣传
部“学习新思想 点赞70年 建功新时
代”微宣讲中，获得全市总决赛第一
名等等。同时，陶然牵头打造的健康
支持性环境“彩云湖健康主题公园项
目”，还作为国家级典型案例推广。
他带领团队原创和配音的科普视频

“小厕所大民生”获得2019年中国健
康科普大赛优秀奖，是当时重庆市唯
一获奖作品。他与团队牵头开发、设
计、制作各类科普宣传资料、视频不
计其数，内容涉及传染病防治、慢病
管理、健康生活行为方式、政策宣传
等卫生健康的方方面面。

当然，健康科普工作再忙再累，
陶然也未曾忘记自己“疾病控制主治
医师”的身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陶然变身抗疫一线医务工作者，
带领团队参加多起聚集性疫情的现
场处置，特别是成功处置主城区首起
聚集性疫情，在早期证实了新冠病毒
肺炎“人传人”的特点，为全市的防控
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九龙坡区疾
控中心也获得了重庆市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单位。随后，陶然把抗疫
前线遇到的典型案例编写成健康科
普材料，以视频的形式在“学习强国”
平台进行了播报，还上了央视。

在他人眼中，陶主任是个大忙
人。采访刚结束，陶然就坐上了飞往
青岛的航班，代表重庆市去参加中国
防痨协会主办的“结核医声”全国总
决赛。“全国参加比赛的有600多人，
只有21人进到了全国总决赛，其中就
有我们陶主任，他可是我们的种子选
手！”提起陶然，重庆市九龙坡区疾控
中心的同事都与有荣焉。

陶然：

以寓教于乐的形式
向群众科普健康和疾控

本报见习记者 关莹洁

“水稻品种资源、育种、栽培技术
研究及新品种示范推广都是在田间
做学问，只有脚上踩泥，才能做到心
中有数……”对重庆市渝东南农业科
学院院长张致力来说，一个“米”字，
他已经书写了快40年。四季变换，
日夜更迭，他扎根田间，在培育和推
广水稻的道路上，不知疲惫和清苦地
奔跑着。

1965年3月，张致力出生于重庆
的一个普通家庭，在农村长大的他深
知农民的不易，理解农民对土地的热
爱，从小他就对农业有着浓厚的兴趣，
希望将来能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帮
助更多农民。1984年8月，毕业于绵
阳农业专科学校农学专业的张致力，
被分配到四川省涪陵地区农业科学研
究所（现重庆市渝东南农业科学院）工
作，开启了自己的农业科研之路。

做农业科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多年来，张致力时常头顶烈日，脚踩泥
巴，用脚一步步丈量育种田地，用心做
试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农田里度
过。但是对他来说，这是一项非常有
意义和挑战性的工作。

“我国人多地少，粮食安全始终是
重大战略问题，良种创新具有极大的
科技贡献率，作物育种起着很大的作
用，它肩负实现农业增效、粮食增收等
重大使命。”张致力表示，只有加强原

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实现科技自立
自强，才能使我国在迈向世界农业科
技强国的道路上奋力冲刺。

科研道路虽然艰辛，但张致力从
不轻言放弃，他带领团队不断提高农
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破解水稻育
种难题：2009年4月，科研成果“高配
合力优质新质源不育系803A的创制
及应用”，获四川省政府“四川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2011年4月，科研成果

“高配合力优质新质源不育系803A
的创制及应用”，获农业部“中华农业
科技奖一等奖”；2013年4月，科研成
果“籼粳型新质源水稻恢复系万恢
88的创制及其系列组合推广应用”，
获农业部颁发的“农牧渔业丰收一等
奖”；2016年 7月，科研成果“优质抗
病丰产杂交水稻陵优2号选育与应
用”，获重庆市政府颁发的“重庆市科
技进步一等奖”……先后育成的19个
杂交水稻品种通过审定，主研育成的
杂交水稻品种累计推广应用 4000余
万亩，新增产值15亿元，张致力为重
庆水稻品种改良和粮食增产增收作
出了突出贡献。

除了科研工作，近年来，张致力还
大力开展农业科普活动。2020年，他
主持成立了主营农业科普教育的重庆
绿满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大力开展
融科研科普实践于一体、传统农业与
现代农业、都市农业相结合的中小学
生研学教育实践活动。自2021年正
式运营以来，已独立开展科普、社会实
践和劳动实践教育活动30余场次，接
待中小学生等5600多人，助力青少年
农业科学素养提升。

“我们科普活动以自然为师，将课
堂搬到室外、搬进自然，顺应孩子们的
天性。无土栽培、水稻移栽、植物拓印
……农场的每片土地，都能成为上课
的地方。我们希望通过农业科普活
动，让学生走近农业，学习科学，全面
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养成独立思考、
自主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做
一个既有科学理念又有劳动实践能力
的时代新人。”张致力说道。

张致力：

培育水稻良种
做稻田里的科技守望者

本报记者 樊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