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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和坚持
是一对翅膀

黄印冉：改变植物色彩的人
□记者 白 云

22

有一种景观植物，叶子是讨人喜欢的金黄色，耐寒耐旱，对生长环
境不挑剔。单株种植并不显眼，一旦成排连片，片片金黄十分醒目。

这种植物叫中华金叶榆，是黄印冉研究了 20 多年的彩色景观树种
之一。

黄印冉是河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园林绿化研究所所长，把原本色
调单一的植物，培育出颜色多样的景观植物，是其目前的主要工作。他
拥有中国新品种保护权11项，这意味着他培育出来11种新生植物，这也
是他入选我国2017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的主要成就。

记者：这么多树种，为什么您选了
榆树作为科研对象？

黄印冉：其实不只是榆树，我同期
开展了白蜡、国槐好几个树种的彩色品
种培育，榆树取得的成果最好。

记者：选择这几个树种的原因是什
么？

黄印冉：我对榆树情有独钟。小时
候听家长说，自然灾害时期，谁家有几
棵榆树就能度过灾年。当时不知道为什
么，长大了做研究，才知道榆钱含有丰
富的蛋白质，老话流传的榆树是救命
树，是实践得来的。

记者：是因为榆树的可食用？
黄印冉：不完全是。榆钱是榆树的

果实，包括榆树叶都含有丰富的蛋白
质，榆树皮含有植物胶，都能食用，口
感还不错，这是一方面。我去东北上大
学，发现那边榆树也很多，很多树种受
气候影响过不了长城，榆树就不一样。
一个品种不挑剔环境，还有食用价值，
我认为这一树种以后大有作为，所以将
它选为研究方向。

记者：在当时没有项目和经费的情
况下，为什么还是坚持要搞榆树新品种
育种？

黄印冉：我是学林业的，不搞林
业，总觉得浪费。我心里有个搞研究的
梦，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抓住一切时
间和机会积累。

记者：您所指的积累是什么？
黄印冉：比如说我刚分到省林业研

究所时，被派去生产岗，销售所里培育
的树苗还有化肥、农药，大多数时候就
是搬搬扛扛，有人咨询用什么药，给人
家介绍下。很多人不喜欢干这个，觉得
一个大学生，为啥干这些没什么技术含
量的活儿。

后来，当我埋头搞树种培育时，什
么农药有什么特色、主治什么，门儿
清。这种实践，后期育苗都用得上，所
以积累知识很重要。现在给学生讲这些
农药、化肥的名字和作用，让他硬记，
很难。

记者：育苗的前两年，没有大的进
展时，会不会焦虑？会不会想算了？

黄印冉：科研这个东西，不像别
的，投进去的时间和成果未必成正比。
比如美国红枫，我们看图片很漂亮，但
是你看看我们试验田里的，实际表现
非常糟糕。我选定了榆树，是因为北方
的榆树品种具有很多生长优势。搞研
究，需要的就是再坚持一下。

记者：您现在是景观林木花卉育种
团队的首席专家，这是否意味着今后将
有更多的彩色植物面世？

黄印冉：现在就有了。我们将逐步推
出木槿、丝棉木等，还有一些品种在测试
中。省里重点打造景观林木花卉育种团
队，也是希望能带动彩色景观植物的培
育。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居住环
境有了更高的要求，对彩色植物也有更
多需求，这个市场还会继续扩大。

记者：您总是提到梦想和坚持，为
什么？

黄印冉：梦想和坚持是一对翅膀。
首先要有梦，这个梦最好能和自己的兴
趣爱好一致。从事喜欢的事情，愉悦度
高，出成绩也快。此外，做任何事，都
需要坚持，不仅是为了完成梦想，一个
翅膀总飞不快吧，有了梦想和坚持这俩
翅膀，就能飞得更稳了。

文/记者 白 云

黄 印 冉黄 印 冉
在给年轻农在给年轻农
业技术人员业技术人员
讲解金叶榆讲解金叶榆
种植要点种植要点。。

“偶然其实是必
然在起作用”

在石家庄裕华路和建华南大
街交叉路口往东一段，道路两侧
能见到一种景观树，树冠被修剪
成不同形状，或圆或柱并不出
奇，但最耀眼的是它金灿灿的树
叶。

这种金黄色，会让人误以为
是这个季节所致，其实即使在炎
炎夏季，这种树的叶子也会金黄
得“一塌糊涂”。

一说植物，我们第一反应是
绿色。为什么这款树如此特殊？
黄得如此彻底？

这种树叫中华金叶榆。“名
字是我起的。咱们中华民族黄皮
肤，黄色也是富贵的寓意，但是
植物学上对颜色的描述是没有黄
色的，只有金色，所以就叫中华
金叶榆。”河北省林业科学研究
院园林绿化研究所所长黄印冉是
该树的培育者，被业界誉为金叶
榆之父。

这一品种在 2005 年通过了
省林木良种认定，2006 年获得
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2009 年
通过国家林木良种审定，2013年
获得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

说来，金叶榆的开枝散叶，
源于一次偶然。

1998年，黄印冉在辛集老家
承包了几十亩地，在父亲的协助
下，种下了数万株细皮榆、抗虫
榆、密枝榆进行育苗。

“ 按 照 大 学 所 学 的 林 业 知
识，我只确定，经过嫁接和筛
选，肯定会培育出彩色树种，但
这种新品种是什么颜色、稳定性
如何都不确定。”黄印冉回忆。

乍一听，这种培育是盲目
的，其实不然。授粉和嫁接，是
在选择了抗虫榆为母本、密枝榆
和细皮榆做父本的前提下，有意
培育抗虫、生长快的新品种。

2000 年 7 月的一天，黄印冉
接到父亲电话，说在地里发现一
株小苗，叶子全黄。

“ 我 撂 下 电 话 就 往 家 里
跑 。” 当 时 ， 黄 印 冉 有 一 辆 摩
托车，骑回辛集老家要一个多
小时，吹得灰头土脸的他走进
育种林，第一次见到了这个还
没 有 名 字 的 小 家 伙 ，“ 也 就 十
多厘米高，单株看并不是很漂
亮，刚好它的正上方有较高一
点的树苗给它遮了遮太阳，这
才没被晒死。”

此前，几万株榆苗里也发现
几棵呈现其他颜色的幼苗，比如
树叶呈现粉色、红色、白色、黄
边等，但都“夭折”了。“要么
长着长着，颜色几个月后变绿
了，要么树苗不抗晒，没长大就
晒死了。”黄印冉对这棵幼苗抱

有希望，又不敢希望太大。
林业领域培育一种新品种，

要实现三个目标：特异性、稳定
性和一致性。通俗说，由这棵幼
苗繁育的下一代，首先黄色是独
特的、以前没有的，黄色不会变
还能在下一代继续保持，且没有
差异。

“这棵小苗长得非常慢，一
年多，才长了 40 厘米高。”黄印
冉每逢周末，都要回辛集去看看
这棵独苗苗。

2001 年开春，备受呵护的
黄叶子小苗长大一点了。黄印冉
剪了十几段它的枝条，在其他榆
树上进行嫁接，他密切观察嫁接
后的树苗发芽情况。“一个来月
后，就看见有黄芽冒出来了，心
里有点激动。”黄印冉说，等十
几棵嫁接的树都长出芽，乃至
叶，黄色越发明显，他终于判
定，新榆树种问世了。

有人说，幸亏黄印冉老父亲
没有一锄头把幼苗挖掉；也有人
说，这就是大面积种植后偶然的
品种被黄印冉撞见了。

“大面积种植育苗的过程，就
是明确要寻找新树种，嫁接和授
粉都是科学方法培育新树种的过
程，也就是说，偶然其实是必然
在起作用。”黄印冉大笑着说。

“想搞出一个在
世界上叫得响的品牌”

头发花白的黄印冉，时不时
推推眼镜，倒背着双手在位于省
林科院的 50 亩试验土地上一棵
棵看试验品种，眼神中的热切，
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

他指着一棵直径 50 多厘米
的榆树中下端说：“看，这有条
淡淡的印迹，这是早年从辛集剪
来嫁接的痕迹。”

如果他不说，外行根本看不
出来，还以为是大树生长过程中
留下的印痕。在黄印冉的指点
下，这道若隐若现的浅白色痕
迹，才明显起来。

这是一棵金叶榆中的乔木品
种，十来米高，枝繁叶茂，只是随
着天气转冷，黄叶子掉了不少。

黄印冉边走边和同事交流，
就不同树种近期需要做的工作进
行安排。

“植物是能交流的。”黄印冉
认真地说，“你懂得它，对它照
顾到位，它就会长得好。”

黄印冉对植物的喜欢，和从
小家里种苗圃不无关系，“当时
家里种树苗，毛白杨，下了学去
地里帮父亲绑枝条什么的，一点
儿也不烦。”

小学有一门课叫自然，他尤
其喜欢，对里面提到的植物生长
特点，格外留心。

有一天去邻村的姑姑家，一

进村就见苗圃里一位村民在嫁接
夹竹桃，徒手把枝条拧几圈，让
枝条外皮破损，再进行嫁接。黄
印冉出主意说，用削铅笔的小刀
划一下，比你这样干活快。

村民直起腰问他，你怎么知
道的。黄印冉说，书上都写了。

这种兴趣爱好，促使黄印冉
在高考填报志愿时选了沈阳农业
大学。1991 年，考大学跳出农
门，还是农村子弟的不二选择。
有亲戚不理解，念好几年大学，
毕业还得和种地打交道？

“我喜欢林业，干自己喜欢
干的事儿，就没考虑那么多。”
黄印冉回忆初衷，这种爱好让他
在择业时也这么选：大学毕业
后，黄印冉面临选择，要么到省
林校当老师，要么到当时的省林
业研究所搞科研，黄印冉觉得后
者更接近一线，更接近树。

1998年到2000年，黄印冉奔
波在石家庄和辛集之间，就为了
培育这株不知名的黄叶子榆树。

直到开展了小范围扩繁，品
种稳定了，黄印冉才确信，这种
黄灿灿的小树苗，可以有名字
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
大的推动力。

2005 年，黄印冉的中华金
叶榆拿到了中国植物新品种权，
省林科院也将金叶榆作为科研项
目引回院里，批了 50 亩试验用
地。

此时的黄印冉在业内小有名
气，但每天 6 时 30分，省林科院
金叶榆试验田里，黄印冉都是第
一个到。“给当天的工人安排活
儿，准备工具。”这还不算，每
天 23 时左右，黄印冉要把试验
田收拾利索了，最后一个回家。

黄印冉双手指甲没有一个完
整的，全部凹陷变形，他患有类
风湿疾病，和常年在田间地头工
作不无关联。“那时候年轻，干
活出一身汗，就脱了外套干，弄
得现在一身病。”

即使如此，说起金叶榆，黄
印冉都会眉毛挑一挑，满脸是
笑，就像一个父亲毫不吝啬地夸
奖自己的孩子。

闺女大了，要找婆家。黄印
冉又成了推广人，推动他的还是
兴趣。

通过了国家林木良种审定，
意味着金叶榆可以在公开的报纸
杂志做广告推广。对于黄印冉来
说，他还有个私心，国槐原产自
中国，载入植物目录的产地却是
日本，这是因为国外的林业培育
技术比国内要快。

“咱们国家地大物博，植物
种类繁多，很多林种却被拿到
外国培育出新品种进行注册认
定。搞林业的，心里憋着一口
气，想搞出一个在世界上叫得
响的品牌。”黄印冉说，这次他
终于如愿了。

北上南下，从 2005 年开始
推广金叶榆，13年过去了，全国
六百多个城市，一万多个乡镇，
都种上了黄灿灿的金叶榆。

“把眼睛放在工作
上，自然能长出好苗来”

今年10月份，科技部2017年
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名单公布，让
黄印冉的名字上了报纸和网络，
埋头彩色景观植物研究 20 多年，
黄印冉和他的树终于火了。

“入选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还是挺高兴的。”黄印冉说，多
年默默无闻，他也从没觉得失
落，“搞科研，就是要耐得住寂
寞 。 出 成 绩 是 需 要 时 间 周 期
的，也是需要精力成本的，你
把眼睛放在工作上，自然能长
出好苗来。”

1998 年 ， 省 林 研 所 改 制 ，
成立了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黄
印冉任办公室副主任，虽然级
别上提了副科，但搞行政就远
离了科研。

“此前我就提出过搞彩色景
观植物，但当时城市建设还没有
对彩色景观树种有太大需求，课
题没有批，这样就一没经费二没
试验土地。”黄印冉的想法得到
一位朋友的资助，在辛集老家租
了几十亩地，鼓捣彩色景观树。

育苗和培育新品种是两回
事。前者种两年，树苗一米多
高，就能卖钱变现。而后者只能
种一年，没有选出合适的变异单
株苗种就要全部拔下来丢掉，来
年再种，“这时候榆树苗也就半
米高，没人要，就纯扔钱。”

黄印冉对省会白佛客运站的
搬迁印象深刻，那是因为他从客
运站在谈固时就是常客，一直坐
到客运站搬迁到白佛。一到周
末，住在赵陵铺附近的黄印冉，
要坐公交车到客运站，再买票到
辛集，一来一去就得两个半天。

黄印冉在日复一日的寂寞
里，等到了那株金色的榆树苗。

一种寂寞是无人问津时的坚
持，一种寂寞是声名鹊起后的不
弃。

即使大江南北种植了大量的
金叶榆，黄印冉也还在埋头钻
研。

随着研究深入，黄印冉逐渐
发现，金叶榆耐寒耐旱，能培育
成乔木、灌木等不同大小，也能
修剪成悬空球状、柱状等不同造
型，宜种范围广，颜色亮丽，具
有很大的推广空间。

但是到外地推广树种时，一
线干活的工人，文化水平不高，
讲一堂专业的技术课，他们压根
听不懂什么是叶色基底，术语的
专业和精准，在这里玩不转。

“树种是培育出来了，你得
推广出去啊。可是你讲的理论

课，工人听不懂，这活儿怎么
干？”黄印冉两手一摊。

他再次一头扎进地里。写
论 文 ， 做 报 告 ， 讲 究 的 是 专
业 ， 此 时 ， 要 把 专 业 的 通 俗
化 、 简 单 化 。 先 来 上 几 剪 子 ，
看 效 果 ， 再 在 本 子 上 写 上 几
笔，他反复试验总结，最终推
出了改良简化版的金叶榆修剪
和嫁接技术。

拿嫁接来说，以前的技术要
领是要用塑料布里里外外裹好几
层，费时费力效率不高，黄印冉
用中性密封胶代替，嫁接好的破
损处，一封胶就完活。

金叶榆作为景观植物，常有
修剪成不同造型的需求，怎么剪
不影响植物生长，造型还能保持
长久？刚开始讲课，这一节的理
论挺长，下课总有人追问。黄印
冉总结出两个三分之一，超过主
干三分之一的侧枝全剪了，主干
高度三分之一以下的全剪了。

树冠长得太快，摁不住怎么
办？

黄印冉又从实践中总结出新
的经验，叫一掐两剪：高度够一米
的金叶榆，有三个分枝的掐尖，长
到一半先剪高的，8月份再找平一
次，修剪出来的就是整齐的金叶
榆多分枝灌木一级苗了。

“不光是金叶榆，还有一些
其他树种，我们也在做科研，就
是想把彩色景观植物，培育得再
多一些，让城市更美一些。”黄
印冉说。

2017年，省里打造重点科研
团队，以黄印冉为首席专家的省
景观林木花卉育种团队成立，黄
印冉的科研范围朝着更广阔的方
向发展。

黄印冉黄印冉（（中中））在育苗大棚指导工人操作在育苗大棚指导工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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