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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孙 杰 胡 浩
于文静 范世辉

扎根奉献

“改不好这块地，我们就不走了”

在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和位于北
京的农大校园中，两块刻着“改土治碱，造
福曲周”的石碑隔空相望。

曲周，地处河北省南部黑龙港流域低洼
地带，历史上是有名的“老碱窝”，曾有 28 万
亩盐碱地，占全县耕地近 40%。

“春天白茫茫，夏季水汪汪，只听耧声
响 ，不 见 粮 归 仓 ”是 历 史 上 曲 周 的 真 实 写
照 。早 在 明 朝 崇 祯 年 间 ，曲 周 县 志 上 就 有

“曲邑北乡一带，盐碱浮卤，几成废壤”的
记载。

1973 年，原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
大学）的老师们，接到层层转达的周恩来总
理关于改良盐碱土的指示。

“当时北京农大副校长给我打电话，说
想让我去曲周看看，先摸下情况，再设一个
治碱点。”

在回忆录里，两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
教授石元春这样描述初到曲周县的景象：
麦田里片片白花花盐霜，像天上浮云，时淡
时浓，飘忽不定。渠边路旁，田埂沟旁，到处
都被涂抹上了盐霜的白色，地里很少有农
民劳作。

这里没有麦浪，只有满目的苍凉。
“没想到离北京这么近的地方，盐碱这

么厉害，百姓这么苦。我们是学土壤的，是
给土地治病的，我们有责任把这块土地治
理好，让老百姓生活好起来。”

就这样，1973 年 9 月初的一天，石元春、
辛德惠、林培、毛达如、雷浣群、黄仁安、陶
益寿几位老师赤脚蹚着水进了盐碱最重的
张庄村。

在这里，住的是“三漏房”——几间土房
漏风、漏土、漏雨；吃的是“三合面”——高
粱面、红薯干、茅草根掺在一起；喝的是“苦
咸水”——村里的水又苦又咸，初来的人都
免不了拉肚子。

“你们到底能待多久？”当时的张庄村党
支部书记赵文心里打鼓。此前来过不少治
碱工作组，大多都是不了了之。

“改不好这块地，我们就不走。”农大团
队回答干脆。

月光洒进破漏的屋顶，他们开始了治理
盐碱的战斗：

查文献、找病根。他们查阅国内外大量
文献，四处寻访地方干部群众，对张庄盐碱
地的土壤和水质做化验，终于摸清了当地
地下水盐运动规律：这里属于半干旱季风
气候，春旱夏涝，雨涝使地下水位上升，盐
随水返到地面；春旱又让土壤中的水分大
量蒸发，让盐分留在地表。常年如此循环，
使得盐碱地危害难以根除。

开药方、做试验。他们多次论证、研究，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采取“井沟结合，
农林水并举”，通过灌排渠系规划、井灌规
划、林带道路配置、坑塘和沟渠蓄水、平地
和深翻、机械化施工等，开展综合治理。

夏天顶着骄阳和农民一起挖沟,身上晒
起了泡；冬天不顾严寒跳进冰冷的河水打
坝 ；和 老 百 姓 一 起 推 独 轮 车 ，穿 行 阡 陌 之
间；喝着咸水吃薯干，拉肚子脱了形⋯⋯

扎根这里，改土治碱。在张庄村南 400
亩以荒碱为主的重盐碱地试验区上，农大
科研组判断：咸水是可以利用的，改造也是
有可能的。

改造效果确实明显。经过几年的治理，
试验区防涝能力提高了 4 倍，中度和重度盐
碱地由 67%降到 7%。

一年夏天，连日大雨，降雨量达到 280
多毫米。其它地上的庄稼早已趴下，而试验

区的玉米仍直挺挺站立田间。“真没见过盐
碱地里能长出这么好的庄稼！”附近的农民
心服口服。

昔日的“盐碱滩”渐渐变成“米粮川”。
1972 年，张庄村粮食亩产量只有 79 公斤，
而到了 1979 年，这里的粮食产量超过 300
公斤，从此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的历史。

张庄改土治碱的成功为黄淮海平原
的盐碱地治理带来了希望。此后，旱涝
碱咸治理成果走出曲周，推动了我
国涉及 3.8 亿人口、4.7 亿亩耕地的
低产田治理。

进入 21 世纪，解决了温饱
的曲周人民，又面临水资源紧
张、农业生产资源环境代价大
等难题。

扎根这里，持续攻关。农
大师生依靠科技在当地进行
综合开发，提高土地生产力和
水土资源持续利用，努力推广
高产高效技术，发展多种作物：

2006 年 ，时 任 中 国 农 业 大
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的张福锁
带领师生来到曲周，决心探索一套

“作物高产、资源高效、环境友好”的
集成技术；

2009 年，中国农业大学在曲周乡村建
起科技小院；

2018 年，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绿色发展
示范区在曲周建立；

⋯⋯
如今，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

中国农大师生们踏上为农服务新征程。
“农作物根深才能叶茂，我们农业工作

者就像农作物一样，必须两脚扎在农业生
产一线的泥土里，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价
值。”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科技小院创始人
之一李晓林说。

创新为民

“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来这
里是为了深刻地理解这块土地，
为土地带来变化”

曲 周 的 故 事 ，一 直 围 绕 土 地 与 人 而
展开。

46 年来，在这块土地上，有一些东西从
未改变。

“我们能成功的关键是坚持科学精神。
我们不是在改变自然，而是尊重科学、努力
找到自然的规律。”农大人这样说。

穷 理 以 致 其 知 ，反 躬 以 践 其 实 。46 年
来，科学精神一直指引农大师生不断地探
索土地的机理，探究遵循客观规律，使土壤
更 健 康 、产 出 更 丰 盈 、乡 亲 们 的 生 活 更
富裕。

2009 年，51 岁的李晓林决定从实验室
走向田间。此前，他已经在中国农业大学学
习工作了 30 多年。

从事植物营养研究的他坦言转型很难，
“究竟能不能把庄稼种得比农民好，我心里
没底”。

“163 亩 的 核 心 方 ，59 户 农 民 ，74 块
地 ”。李 晓 林 选 择 曲 周 白 寨 村 作 为 自 己 的

“基地”，第一个任务是“建立一个成方连片
的玉米高产高效示范方”。

“农大在曲周设有实验站，但我们发现
一墙之隔、实验站内外，地里的产量相差很
大。如何能让科研成果走出围墙，真正让农
民 用 起 来 ？设 立 科 技 小 院 的 想 法 由 此 产
生。”李晓林说，“人住在哪里，才会真正琢
磨哪里的事情。吃住在村里，才会真正考虑
乡村的需求。”

从北京到曲周实验站，再从实验站搬到
农家小院，生活条件越来越艰苦，但农大师
生和农民的心贴得越来越近，对生产的观
察 越 来 越 真 切 ，解 决 问 题 的 思 路 越 来 越

清晰。
白寨科技小院设立的当年，白寨村夏玉

米明显增产，科技小院收获了第一场胜利。
10 年来，科技小院师生先后研究或引

进冬小麦、夏玉米、西瓜、苹果、葡萄、棉花
等作物高产高效技术 37 项。仅小麦深耕一
项技术，就使当地小麦产量平均增产 6%。

实践出真知，创新无止境。在曲周，中国
农大致力与当地政府、企业等各方不断拓
展合作，促进资源汇聚，科技之花在实践的
沃土中绚烂绽放：

——绿色种养业不断发展。优良新品种
和生态友好种植技术加快推广，种养一体
化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成果初显。

——产业链不断延长。一二三产业加深
融合，生物科技产品走向世界，蔬菜、花卉
育苗产业兴旺。

——国内外智力汇聚。来自英国洛桑试
验站和美国、荷兰等地高校的专家教授，带
来 世 界 绿 色 农 业 发 展 最 前 沿 的 理 念 和
技术。

⋯⋯
从改土治碱把土地治理好，到挖掘土地

潜力增加产出，再到如今关注土壤健康，探
寻人与土地和谐共荣之路，46 年来，农大师
生在扎根乡土的同时，对于土地的理解不
断深入。

“我一直告诉同学们，作为科研工作者，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深刻地理解这块土地，
为土地带来变化。要站在潮头，为国家的农
业绿色发展找到好办法。”如今已成为中国
工程院院士的张福锁说。

春华秋实。土地孕育果实，滋养希望，人
也在土地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

“我们越来越发现，这片土地上要解决
的不仅仅是农技问题，更多的是社会问题，
于是学自然科学的我们也开始关注社会科
学。”中国农大副教授、曲周实验站副站长
张宏彦说，留守儿童、农村垃圾、贫困等问
题进入越来越多农大师生的视野。

在人与土地不断互动中，人与人的关系
也在悄然发生化学反应。

在农大曲周实验站的院子里，常有当地
百姓和农大师生来到中国工程院院士辛德
惠的墓碑前祭扫。

从改土治碱到此后农业综合开发，曲周
倾注了以辛院士等为代表的几代农大师生
的心血。辛院士去世后，一部分骨灰留在了
曲周——这个他奉献了半生的地方。

曲 周 ，农 大 ；村 民 ，师 生 。虽 有 时 空 变

幻，近半个世纪的情谊从未改变。
如今，鱼水深情在无数个科技小院中涌

动——
“村民们特别热情，总给我们送菜，常常

看到我们就说，地里的菜吃不完，你们快去
薅薅吧！”

“今晚在实验站开会，告诉阿姨我会晚
点回家，结果夜深时候在院门口，看见阿姨
一直打着伞在雨里等我。”

“脚扭了，下地做饭困难，邻居发现后天
天让我上她家吃饭。”

⋯⋯
在科技小院学生日志中，除了推广农业

技术，写得最多的就是来自村民们质朴的
关怀。

曲周实验站里，一棵 39 年前栽下的柳
树已是枝繁叶茂。大树见证了农大师生和
曲周人民的情谊，厚植于土中，不断向更辽
阔的天空舒展。

“‘先有实验站、后富曲周县’，曲周和
中国农大的情谊水乳交融，历久弥新。”曲
周县委书记李凡说。

薪火相传

“在田野中书写‘青春答卷’”

初夏，天刚蒙蒙亮，曲周槐桥乡相公庄
村一处院落已从寂静中苏醒。

院子并不大，几间整洁的砖房前整齐地
种满了刚刚冒出嫩芽的满天星、鸢尾花和
辣 椒 苗 ，几 株 梨 树 、枣 树 和 苹 果 树 郁 郁
葱葱。

一切看起来就像个普普通通的农家院，
只有墙上“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
的校训提示人们，这是一个中国农业大学
的科技小院。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
研究生贺敬芝和张俊娜就生活在这里，每
天骑着三轮车进果园、下田地，做农业减肥
增效试验，和乡亲们一起给果树施肥剪枝、
打药防病，晚上回家后还要进行数据分析、
写工作日志⋯⋯

在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特色实践育
人机制下，像贺敬芝和张俊娜这样的专业
硕士，三年的硕士培养，有两年都在田间地
头完成。

科技小院确立了“住一个科技小院、办
一所农民田间学校、培养一批科技农民、研
究一项技术、建立一个示范方、发展一个农
业产业、推动一村经济发展、辐射影响一个
乡 镇、完 成 一 系 列 论 文、组 织 好 一 系 列 活
动”的研究生培养“十个一”模式。

学生们吃住在农家，饭菜简单，厕所简
陋。他们还要干农活，学习田间试验技术，
进行农户访谈，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帮助
农村孩子补习，与村民一起举行联欢会，观
察分析农村的各种问题⋯⋯

张宏彦告诉记者，农大的学生中有不少
是城里的孩子，而农村学生中，也不都经常
下地干活，农业知识更多来自于书本。

通过科技小院的培养模式，实现了科研
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学生也在不断历练中
成为“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具有三农
情怀的人才。

让白花花的盐碱地改变颜色，这是写在
泥土里的论文；让田野处处洋溢丰收的喜
悦，这是交到农民手中的答卷——老一辈农
大人的精神薪火相传，一代代农大师生在
田野上书写爱国与奉献、拼搏与奋斗、严谨
与求实的青春篇章。

2009 年 6 月，从小在城市长大的曹国鑫
第一次真正走进农村，并在这里一住多年。

曹国鑫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
院 2009 级研究生，也是科技小院的第一批
入驻者。

刚刚来到村里时，他极不适应：“这里没
有安静的图书馆，没有便利店、咖啡馆和快
餐厅，没有招手即停的出租车，没有舒适、
优越的条件。总之，年轻人的生活元素在这
里损失了大半，甚至是一无所有。”

但，这样的失落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2009 年 7 月，一场罕见的大风造成曲周

大面积玉米倒伏。按照农民的传统做法，是
赶紧将玉米扶正。然而，这次倒伏发生在玉
米抽雄前，不会影响授粉等过程，且可以自
行恢复，如果人为扶正，反而容易造成玉米
茎部折断，导致减产甚至绝收。

在老师的带领下，曹国鑫等迅速组成队
伍，向农民传授相关知识，进行技术推广。

“被吹倒的玉米站了起来，我们与村民
之间的感情也因为这场风被拉得更近了。”
曹国鑫回忆说，“这个收获的秋天，我心中
的满足感与幸福感早已吞噬了城市的优越
感”。

在一个个实际问题的解决中，科技小院
的学生们迅速成长起来，从“一问就倒”，变
成了“百问不倒”。

“以前走在路上很怕遇到乡亲们，很多
问题都答不上来。后来我们把问题都记录
下来，通过各种途径找答案、求结果，现在
基本上常见的问题都能解答。”贺敬芝跟果
农一起疏果、套袋，研究果树“落叶病”，在
摸索、实践中增长见识。

正因为这样在实践中锤炼出来的能力，
每到就业季，科技小院的学生们就成了“香
饽饽”。

“很多同学还没毕业，就已被提前‘预
订’。”李晓林告诉记者。

2009 年以来，科技小院已培养了数百
名实践能力突出、综合素质高的农科应用
型研究生人才。其中，选择去农业相关行业
岗位工作的高达 90%。

挥洒在泥土中的汗水激发了科研灵感、
丰富了科研素材。

自 2009 年以来，全国科技小院先后参
与发表学术研究文章近 200 篇，其中与科技
小院工作有关的一些研究结果发表在《自
然》杂志上。

“实践证明，学生们的科研水平既能顶
天，在国际一流期刊发表；也能立地，在田
野中书写‘青春答卷’，把论文真正写在大
地上。”张福锁说。

从改土治碱，到科技小院，从谋划绿色
发展，到思考乡村全面振兴⋯⋯

46 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与曲周的故事
中，不断变化的是突破的重点和攻关的方
向，永恒不变的是爱国情、报国志，是不忘
初心、执着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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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论 文 写 在 祖 国 的 大 地 上
——中国农业大学46年扎根河北曲周服务乡村振兴纪实

（上接第一版）期间，高云龙为在西柏坡设立“全
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基地”揭牌，出
席河北省招商推介会，参观西柏坡纪念馆、西柏坡
国家安全教育馆、中共中央旧址和中央统战部旧

址，到正定县塔元庄村、南城门和以岭药业考察
调研。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兆前出席活动，副省长
李谦、省政协副主席苏银增出席相关活动。

（上接第一版）要扎实做好扶贫脱贫工作，
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增强
造血功能和内生动力，完善防止返贫长效
机制，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王东峰强调，要坚定不移加强党的领
导，营造担当担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
围。要切实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树立正确的用人导

向，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在实战中考验和
锻炼干部。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
识，切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改革发展
稳定的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上接第一版）
二要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瞄准

实现“两个翻番”，针对薄弱环节集中发
力、弥补短板，确保如期完成目标。要坚决
打赢三大攻坚战，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一鼓作气、尽锐出战，今年全部贫困县摘
帽；对大气污染和环保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攻
坚，及早部署推动今冬清洁取暖工作；持续
抓好各领域风险点排查处置，坚决守住不发
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下大力补齐

民生短板，滚动实施20项民心工程，健全社
保兜底机制，解决好部分群众急迫的现实
问题。

三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坚
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坚决去、主动调、加
快转”重要指示，在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
上加力，在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聚
力，在做优做强现代服务业上着力。优化产
业布局，加快培育壮大市域主导产业和县域
特色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突出项目

建设，滚动实施一批具有标志性、示范性的
项目。做强企业主体，通过创新驱动、标准
引领、工业设计、品牌建设等路径，延伸产
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

四要抓好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城市建
设 管 理 。 年 底 前 基 本 完 成 省 级 国 土 空 间
总体规划编制，明年 6 月底前基本完成市
县 乡 三 级 国 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 和 村 庄 规 划
编 制 ， 加 快 建 立 符 合 高 质 量 发 展 要 求 的
城 市 建 设 指 标 体 系 和 标 准 体 系 。 深 化 违

法 违 规 建 设 项 目 专 项 整 治 行 动 ， 对 发 现
的 问 题 及 时 查 处 、 及 时 制 止 ， 坚 决 守 住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 环 境 质 量 底 线 、 资 源 利
用上线。

赵一德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以强烈
的使命担当、科学有效的方法、苦干实干的
劲头抓好研讨班精神落实，全面贯彻党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决策部署，正确处理目
标与进程、正向拉动与反向倒逼、优化空间

布局与提升产业层次、拉长板补短板与固底
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出实招、出高招，
用实劲、求实效，全力推进创新发展、绿色
发展、高质量发展，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省
政府副省长；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 市委
书记、市长，雄安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县 （市、区）
委书记、县 （市、区） 长参加会议。

全国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理想信念教育活动在西柏坡举办 坚定不移去产能调结构促转型 全面提升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水平

初夏温热的风吹过，河北曲周县麦浪翻滚，丰收在望。

难以想象，如今生机盎然的田野，曾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滩。

46 年，中国农业大学科研群体扎根这里，挥洒汗水和热血，有

的甚至长眠在此；

46 年，学校和地方、农民和师生，紧密结合在一起，责任、奉

献、科学、为民的精神，深深融入中国农大人的血脉。

▶ 5 月 29
日，在中国农业大
学曲周实验站，学
生在辛德惠院士
的墓碑前祭扫。

▼4 月 19 日，
中国农业大学学
生在曲周实验站
做实验。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