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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仁荣：

扎根基层
做畜牧业发展的护航员

本报记者 樊洁

肖仁荣对羊场监测发现的人畜共患病进行处置。 受访者供图

“喂！请问您是畜牧兽医渔业中
心的肖专家吗？我是一个养殖户，想
请教您一下……”“这是长期饲喂酒糟
和精料导致牛前胃迟缓，要暂时停喂
酒糟和精料，改喂牧草等易于消化的
饲料，多给饮水……”6 月 10 日一大
早，南川区畜牧兽医渔业中心农业技
术推广研究员肖仁荣接到咨询电话
时，马上放下手里的工作，仔细聆听养
殖户遇到的问题，并认真解答。

类似于这样的电话，肖仁荣不管
是在单位或是在家里都经常接听到。
每次来电，他都会耐心细致地为养殖
户讲解，有时还亲临现场进行指导。

在很多人看来，基层兽医这一职
业不够高大和体面，但对肖仁荣来说，
从事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指导与服务工
作的34年中，他一直乐在其中。

1967年5月，肖仁荣出生于重庆
市合川的一个小山村。在他年幼的时
候，饲养禽畜是大多村民的重要经济
来源，但由于养殖技术落后、求医困
难，乡亲们经常因为大量家禽家畜死
亡损失惨重，生活更加贫困。家乡的
落后面貌使肖仁荣产生了奋发图强、
献身畜牧业的强烈愿望。为此他努力
学习，1983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四川
农业大学兽医学专业，朝着梦想迈进
了一大步。

1988年7月，肖仁荣大学毕业后
进入南川县畜牧局成为一名畜牧兽医
技术人员。工作之初，他通过调研发
现，南川县地域广阔，发展畜牧业具有
较大的潜力，但是养殖技术落后，资源
开发利用不足，尤其地方畜牧品牌效
应不响。于是肖仁荣决心钻研现代畜
牧兽医新技术，充分开发利用畜牧资
源，提升科技含量，创建出属于南川的
畜牧名片。

打铁还需自身硬。为练好“内功”，
成为行业中的“专家”，他建立了南川第
一家动物医院，不断在生产实践中学习
和总结经验。只要养殖户有需求，他就
会毫不犹豫地背上药箱出发。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参加工作以
来，肖仁荣先后主持实施了重庆市优质

瘦肉猪产业、草食牲畜（牛羊）产业化百
万工程、涪陵水牛等产业建设项目。在
他的帮助下，如今南川拥有涪陵水牛、
南川鸡遗传资源等多张地方畜牧名片，
年增创畜牧产值5亿多元。

“作为基层畜牧兽医技术工作者，
能发挥专业特长为养殖户排忧解难，
让产业兴旺，农民增收，让我感到特别
满足。”肖仁荣笑着说道。

除了兽医工作，作为科技工作者，
肖仁荣还肩负着科研重任。

带领团队参与完成的“重庆地区
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病原变异及免疫防
控技术研究”攻关项目获得了重庆市
科技进步一等奖；编著出版《畜禽养殖
与防治技术》《畜禽病毒性传染病》等
著作8部，发表论文30多篇……繁忙
的工作之余，肖仁荣从未停止过对新
技术的探索。

多年以来，他不仅把畜牧科技论
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还将个人的“小
我”融入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大我”。

2009—2021年，我国向吉布提派
出四期高级农业专家队伍，肖仁荣担
任临床兽医专家兼组长，是唯一一位
四期项目全程参与的中国农业专家。

在吉布提工作期间，他带领专家
团队克服重重困难，开展了临床兽医、
实验室兽医、海水养殖、农林种植等各
领域的新技术试验、示范、培训项目
20余项，受益农牧渔民达到50万人
次，填补了外方海水养殖、兽医兽药、
实验室诊断、种植技术等多项空白。
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
事作出了突出贡献。

2021年3月，年近54岁的肖仁荣
完成援助任务，回到了重庆。如今，在
南川的乡镇畜牧兽医水产站、金佛山
区的畜牧养殖场，经常可见肖仁荣进
行现场指导的身影。

“未来我将尽己所能，继续为我国
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目前，我已经报名参加第五批援
非专家团队，只要党和祖国召唤，只要
人民需要，我将义无反顾地冲上一
线。”肖仁荣满怀信心地说道。

“爸爸，几点回来陪我过节？”这是
杨亮的小女儿二宝给他打来的第三次
催促电话。

“宝宝，先和妈妈一起玩。等爸爸
忙完了这一阵，一定多陪你玩几天。”
此时还在实验室里工作的杨亮，无奈
也“无情”地第三次在电话里婉拒了小
女儿的请求。

这一天是6月 1日，本来杨亮提
前几天就向公司请好了假，答应陪同
女儿一起过节，观看女儿精心准备的
表演节目。但当天公司产品有技术
问题需要及时解决，作为重庆长安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汽
车）汽车工程研究总院 NVH 中心高
级经理兼第五党支部书记的杨亮，必
须回去解决。

事后，杨亮笑着对记者说：“搞技
术研发，时间就交给了公司。虽然缺
失了某些时刻陪伴孩子的成长，但为
了事业只能选择无怨无悔。”

他坦率地告诉记者，自从结婚、有
了孩子后，家里的事几乎全部由妻子
和父母承担，自己从内心上感到非常
愧疚，好在家人给予了理解和支持。

“杨经理在长安汽车工作了 17
年，他加班加点、无暇顾及家庭和孩
子是常有的事。”在长安汽车时常能
听到这样的话。17年来，这个武汉小
伙子已悄无声息地融入山城这座城
市，仿佛黄葛树一般默默地扎根于长
安汽车，把儿时的汽车梦融入了现实
生活中。

21世纪初，长安汽车面临商用车
向乘用车的转型，迎来了从“造出车”
到“造好车”的时代挑战。当时，长安
汽车在车外噪声控制方面虽已积累了
一定经验，主要解决了产品能不能卖
的问题，但车内声振舒适性控制基本
上是零基础，既缺关键技术，也无流程
体系。在这样的形势下，刚从重庆大
学车辆工程专业毕业的杨亮怀着满腔
热血和赤诚汽车梦，一头扎入了汽车
NVH性能研发的浪潮中。

“通俗地讲，NVH（Noise，Vibra-
tion & Harshness）就是驾乘人员最易
感知的舒适性体验。”杨亮说。那个年

代，人们有车坐就很满足了，还奢望什
么舒适性。时代不同了，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用户在选择汽车时，不
仅仅看重汽车的外观、动力等因素，对
乘坐舒适性的要求也越加苛刻，NVH
性能已成为汽车产品品质的重要标志
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汽车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长安汽车不断加大自主研发投入，组
建了NVH性能研发团队，杨亮也成了
该中心首批研发人员中的一员。

“当年，和一批怀揣梦想的青年
人，以打造长安汽车‘好声音’为目标，
精诚协作，研究评价方法、搭建分析系
统、做流程规范、分享经验案例、外出
交流学习……忙得不亦乐乎。”谈及当
时的情况，杨亮至今还津津乐道。

在实验室里，杨亮十几年如一日，
奋力拼搏在创新之路的最前线。每天
早上开工前，同事们总能听到角落里
传来阵阵敲击键盘声音，那是杨亮在
查阅行业最新资讯。在他看来，只有
时时掌握科技动态，才能练就对创新
的敏锐嗅觉，才能对疑难问题产生新
的思路和见解。

几年下来，杨亮作为主研人员参
与了“汽车噪声振动和安全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重庆自主品牌汽车协同
创新中心”两个国家级研究基地和服
务平台建设，作为整车NVH性能负责
人完成CS75Plus、CS55Plus、UNI-T等
12个系列车型开发项目，使产品NVH
性能达到国际同类标杆水平，助力长
安汽车销量逆势上扬，成为中国品牌
的新范本。

“没有核心技术的企业就没有未
来，没有科研人员潜心钻研基础技术
的企业就不会有核心技术。”杨亮说，
在这个行业干得越久，越能理解为什
么一定要把核心科技掌握在自己手
里，只有科技才能成就产品。

汽车，是情感与生活的承载体。
NVH 技术，为汽车赋予了“脾性”和

“灵魂”。而今，杨亮正以他的初心和
使命、智慧和能力，带领一批科研人员
奋战在NVH领域，让人们坐上属于中
国人自主开发的舒适国产汽车。

杨亮：

让人们坐上
最舒适的国产汽车

本报记者 刘代荣

杨亮（中）与研发团队进行汽车噪声诊断。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