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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和科技工作者，
做成了点儿事，得益于党和人民的培养、国家
的支持，离不开大家的团结协作、集思广益。”
马峙英谦虚地说。

我省是国家粮棉重要产区，但旱薄盐碱
地分布广，作物生产耗水多，创新节水丰产高
效技术是作物生产重大需求。

马峙英团队毅然担起这一重担。2004
年，马峙英被科技部、省科技厅聘为“国家粮
食丰产科技工程”河北课题首席专家，组建育
种、栽培、农机等多学科团队，承担国家“十
五”“十一五”“十二五”重大、重点科技计划。
他们选取山前平原区、黑龙港地区和冀东平
原区等三个生态类型区，针对不同区域特点
展开研究。

马峙英团队提出了高产节水并重、资源
利用高效、农机农艺结合新思路，创新了小麦

“缩行匀株、控水调肥”和玉米“配肥强源、增
密扩库、延时促流”高产栽培技术，创建了山

前平原区节水高产、黑龙港区抗逆丰产、冀东
区早熟稳产的农艺农机配套技术体系。

该项目设立核心区1万亩、示范区100万
亩、辐射区1000万亩，累计增产粮食600多万
吨，年节水达 8亿立方米，多次刷新我省及不
同生态类型区小麦、玉米高产和两熟均衡高
产纪录。

马峙英还主导进行河北省棉花产业技术
协同创新，集成构建晚播增密、减投入、降株
高、免整枝、农机农艺配套技术体系，连年创
建百亩以上大面积示范样板。

培养科技人才，是马峙英最愿做的事。
他依然重视发挥团队的力量，先后主持

获批了国家作物学优秀教学团队、作物学全
国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棉花品种与产业化创
新团队，培养了博士、硕士166名，有的获得了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奖等奖项。马峙英
也因此荣获全国优秀教师、国家级教学名师
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只要不出差，每天上午 8时，李青都会准
时出现在会议室。步伐极快，走路带风。

这也难怪她如此精力旺盛。要知道，旭
新光电的一个车间走一圈就得十几分钟。“产
品质量、生产成本、创新进展、工人安全，考虑
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我的习惯，亲眼看一看才
安心。”李青说。

李青的身体像个动力极其强劲、输出极
为稳定的机械：每天凌晨 1 点才睡觉，早上 6
点多就起床工作，不停地出差、开会、考察；直
到现在，她还在经营东旭的同时，保持每年带
博士研究生的节奏；手机永远处于开机状态，
随时待命。

这一点，郑权深有体会。
“青总的时间都是精确计算好的，上一个

会刚结束，就往下一个会场赶，通常只差两分
钟就要开始了，她只有喝口水的时间。”郑
权说。

不仅对自己的要求高，对企业，李青也有
自己的一套标准。在旭新光电转一转，记者
发现，这真是一个处处显细节、事事见规矩的

地方。
厂区路面上画有人行道、斑马线，员工走

路必须两人成行、三人成列；在办公楼里，每
个物件的摆放，必须放在平面中线上，稍有差
池，定逃不过李青的法眼……

打开东旭的管理手册，内容更是细致
入微，包括不准抽烟等每一个员工细小的
行为。这些不可触碰的铁律，渗透到企业
每一个生产环节，一旦不达标，就会面临
处罚。

对厂区的种种严苛，李青有自己的看法。
“连走路都没有规矩，还能指望生产出合

格产品吗？”李青说，玻璃基板的生产需要严
格的管理，如果有一个灰尘，这个地方就无法
成像了。“刚开始我们送的产品，人家从一个
板子里检查出 300 个灰尘粒子，甚至到过
1000 个，而要求是必须小于 100 个。这是什
么概念？人的一蹲一坐，就要产生 5000个灰
尘粒子。”

总结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但李青做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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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峙英（右二）在指导学生做科研。 河北农业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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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

很多农民不认识马峙英，但并不妨碍受
惠于马峙英团队的科研成果。

63岁的马峙英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今年
荣获河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多年来，他
主持育成17个抗病高产优质棉花新品种，创建
河北平原粮棉节水丰产高效技术体系，获3项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河北省自然科学一

等奖、5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马峙英团队
的科研成果显著提高了粮棉产量和效益，满足
了高质高效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需求。

“为了不让病虫害肆无忌惮地糟践庄稼，
为了棉农的微笑和粮食的丰收，除一次次成
功外，我们没有其他选项！”4月13日，马峙英
对记者说。

那段流汗又流泪的日子，注定刻入众多
棉农的记忆。

上世纪 90年代初期，棉花黄萎病在全国
几个主要产棉区大肆流行，我省 80%的棉田
受到病害威胁。

棉农看着棉花叶子变黄脱落甚至枯死，
想到这一年没了盼头，欲哭无泪。由于黄萎
病病菌寄主范围广、存活时间长，又是维管束
病害，农业耕作和农药防治效果甚微。

“假如人体血管内部生了病，只在皮肤上
抹点药，这能治好吗？”马峙英说，作为一名科
技工作者，只有把个人理想与国家需求、农民
幸福联系在一起，才能彰显人生价值。

为解决棉花病虫害难题，马峙英于 1978
年考取了张家口农业专科学校，成为恢复高
考后第一届大学生，毕业后回到新乐农业技
术站工作，连续3年驻村蹲点。

1983 年，他又考取了河北农业大学硕士
研究生，后来到华中农业大学攻读博士研究
生，分别师从我国著名棉花遗传育种学家曲
健木教授和孙济中教授。

“与农民一起示范、推广农作物新品种，
让我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与前辈一同
搞科研，在我心中深深埋下创新为民的种
子。”马峙英说，工作后，他把棉花抗病育种作
为研究方向之一，誓要啃下黄萎病“硬骨头”。

这块“骨头”有多“硬”？长期以来，国内
外农业领域对黄萎病认识不足，病菌致病性、
棉花抗病规律及其互作反应不明，选育优良

品种难度非常大，生产上缺乏抗病高产优质
品种。由此，黄萎病被学界称为“棉花癌症”。

“遇到困难就躲，不是咱们的风格。”马峙
英憋着一口气，带领棉花科研团队开启了育
种基础研究与新品种选育新征程。

取样，走访，讨论；
交流，试验，钻研；
熬夜，疲惫，坚持……
20 余年来，他们的足迹遍及黄河流域等

多个棉区，累了就在地头上歇会儿，饿了就吃
口干粮，几乎是把自己“种”在棉田里，每天忙
活下来，个个一身土。

马峙英团队搞清了棉花品种抗病反应类
型和抗性遗传方式，构建了抗病育种的核心
种质，创新了黄萎病抗性鉴定和选择技术，育
成、审定一系列抗病新品种，实现抗病、丰产、
优质同步改良和突破。

他们培育的农大棉 6号入选国家科技成
果重点推广计划；农大棉7号是2012年农业部
发布重大育种成果“主要作物推广面积排名前
十品种”，农大棉7号、8号入选国家科技成果
转化重点项目，共 11次位居全国大田作物授
权品种推广面积前十排行榜；农大棉9号入选
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新品种产业化重大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农大601棉花新品种实现
了枯、黄萎病“双抗”新突破，入选河北省现代
农业产业技术重大转化成果，是 2015年全国
推广面积十大品种，2017 年位居全国大田作
物授权品种面积前十排行榜。

把自己“种”在棉田

2018年 5月，国际顶级学术刊物《自然遗
传学》在线发表的一篇关于棉花的科研论文，
引发国内外业界关注。

论文第一作者，就是马峙英带领的棉花
科研团队。

“这是一项棉花基因组变异和纤维性状
遗传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有助于实现优良
新品种精准设计和选择，使未来棉花育种走
向‘按图索骥’，被评为‘2019中国农业科学重
大进展’。”该团队成员、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王
省芬说。

其背后，是马峙英团队锐意进取、对基础
创新孜孜追求的科研精神。

“棉衣穿着是不是很舒服？群众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还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消费棉
织品的数量和品质。”按理说，病害少了、产量
提高了，马峙英也该满足了，但他还要让棉花
品质更上一层楼，同事调侃他“这是自讨苦
吃”。

育种常规做法是，依靠田间种植培育优
良新品种或强优势杂交种，费时费力效率低。

科学研究，有时就不能循规蹈矩。
马峙英把目光转向基因组设计育种，即

利用高通量基因组测序技术，挖掘控制作物

重要性状的遗传变异位点和基因，这是我国
赶超国外育种4.0的重要基础。

同事眼中的“苦”，恰恰是马峙英“乐”的
源泉。

从 2012 年开始的两千多个日夜里，马峙
英完全沉浸在科研攻关中——带领团队联合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等 8家科研院所
和大学，对从中国棉花种质资源库 6000多份
陆地棉中筛选出的 419份核心种质进行基因
组重测序，找出 366 万个基因组单核苷酸变
异，田间鉴定棉花13个纤维品质和产量性状，
获得 20 多万个表型数据，发现 7383 个品质、
产量遗传位点和 4820个基因，为分子设计和
基因编辑育种提供了新依据。

马峙英团队还首次构建了海岛棉细菌人
工染色体文库和大规模测序 cDNA 文库，为
育种研究提供了基因组新资源。他们发掘了
一批参与抗病的重要基因和路径，克隆了 16
个抗病相关新基因并揭示其表达规律，发掘
一批产量、纤维品质、耐盐性状分子标记，为
实现棉花产量、品质双提升提供了新支撑。

近年来，他们又育成了冀农大 23 号、24
号、36号等适于机采的多抗优质新品种，其应
用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让创新更上层楼

带团队持续攻坚

科研上，李青不是一个“蛮干”的人。
大学的时候，班里举办辩论赛，论“勤奋

与成绩是否成正比”，反方言辞凿凿：“如果勤
奋与成绩成正比，那么，为什么爱睡觉的李青
每年都能拿奖学金？”

从不对学习的时间做硬性规定，可依然
次次高分。每次考试，演算纸一摊开，从最基
本的式子开始推导，记住了原理，式子总能
解对。

她追求效率，也善于分析。25 年间，这

位东旭集团总裁兼总工程师时刻保持着对
自主核心技术的偏爱，突破并掌握了 G4.5、
G5、G6、G8.5 玻璃基板、柔性 OLED 载板玻
璃、屏幕保护玻璃等全套技术与装备，为我
国 万 亿 显 示 行 业 安 全 发 展 作 出 了 重 大
贡献。

4月13日，56岁的李青站上“2020年度河
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领奖台。“创新不
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专注执着。”李青说，她喜
欢挑战，失败了大不了换一种方式再来。

1988年，李青从河北工学院（现河北工业
大学）机械工程二系内燃机专业毕业后，分配
到了石家庄柴油机厂工作。

工作清闲，待遇不错，因为聪明能干，没
几年就升到了办公室主任。但李青自己觉着
别扭，喝茶看报？屁股坐不住。她就喜欢搞
技术，朋友也撺掇她跳出来。

办企业难，办一穷二白的科技企业难上
加难。

“租来的几百平方米的旧厂房，几台老掉
牙的机器设备，还有万元债务。”李青说，这就
是她当时的全部家当。为了省钱，去送货也
不舍得叫十来块钱一趟的车，索性就到公交
车站，两张票，人一张，货一张，总共就花三
块钱。

有时班加得晚了，就泡一碗方便面。就
连上幼儿园的儿子也在日记里写着：“我的
妈妈很爱我，但她每天都上班，周末也上
班。”

商人都想什么？赚快钱，回钱快。李青
的思路却是做好技术，慢慢来。

当时彩色电视机还处于CRT时代，其心
脏是显像管。玻壳是显像管的关键部件，而
我国玻壳厂的这项技术、生产线都是从国外
引进的。

李青调研了宝石公司的日本机械化生产
线。“生产线虽好，但最大的问题是零件耗损
进口成本过高。”李青看到了商机，“零件的成
本也就10块，从国外买一个要100块，那我自
己生产出来，卖给他们50块钱。”

但工厂的技术员们看不懂日本的设计图
纸，于是，为了学懂弄通，她光翻阅书籍对照
中日标准，搞明白标注符号的不同就花了两
个月时间，然后利用立体几何知识，克服中日
图纸视图关系的困难，终于把日本图纸转换
为中国图纸。

厂里的老张、老李们搞了一辈子的加工，
从没见过这样画图的：“这个小丫头，不就是
个大学生嘛。”

她谨慎思考后说：“既然你们觉得我是错
的，你们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来。”

试验，生产；生产，试验，效果始终达不到
生产要求。

这时，李青坚持按照她的图纸来做，再试
验，果然成功了。老技术员们都对她心服口
服。“这个小姑娘，不简单！”

那年，李青32岁。
这段“苦干”的经历依然清楚地记录在东

旭集团的大事记上：1997 年，东旭集团创立，
进军高端装备制造领域，迅速跻身成为国内
重要的CRT装备制造商。

2004 年起，液晶、等离子等平板电视放
量 增 长 ，给 传 统 CRT 电 视 产 业 带 来 巨 大
冲击。

是苦撑，还是转型？李青决定寻找新的
出路，向平板显示产业要答案。

液晶玻璃基板是一个高技术、高投资行
业。美、日等国一直把其作为核心技术
进行严密封锁，垄断了全球 100％的市

场。长期以来，中国的彩电厂商要花费巨资
进口液晶面板。

质疑声登时灌满了她的耳朵：国字号的
大企业都没做成的事，你一个民营企业，心是
不是太大了？

李青说，不是“心大”，是为了“两股气”。
一个是骨气，不能永远看外国人的脸色搞生
产；另一个是争气，为中国平板显示制造业争
气，为中国人争口气。

在这一领域的制造工艺主要有三大方
法：流孔下引法、浮法和溢流熔融法。流孔下
引法已经逐渐被淘汰；日本旭硝子一口气几
乎将浮法所有可以想象的技术都注册了专
利。而溢流熔融法专利已经过期，成为唯一
可以被攻破的“城门”。

这种方法是将高温熔化的玻璃液，输入
到一个长条形的溢流槽内，当玻璃液到达容
积上限后，会从溢流槽两侧向外溢流，类似瀑
布一样，在溢流槽的下方汇流后，形成超薄的
平板玻璃。

听起来不复杂，但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
技术可以借鉴，为了制作出一块理想的溢流
砖，李青就一边设计、一边实验，困了就在椅

子 旁 桌 子 上 靠 靠 ，有 事 叫 起 来 继 续 加 班
加点。

可熬过了无数个通宵，依然屡试屡败。
“所有人都认为这些缺陷是在生产过程中出
现的。”可到底是哪个生产环节出了问题，却
没人能说出来。

原来，包括李青在内的科研人员，没有人
懂得生产工艺，而了解生产工艺的普通工人
又没有专业技术背景来查找问题所在。没办
法，李青就去车间找工人做师傅，一步步学。

工艺弄清了，查找造成缺陷的原因也很
快取得了突破。李青带领团队发明了由澄
清、冷却、搅拌、均化、供料五大功能仓组成的

“五仓型”铂金通道，并且开发出智能集成控
制系统，在国内率先攻克了玻璃液优质处理
技术。

回忆研发过程，东旭集团平板显示国家
工程实验室常务副主任郑权说，他曾无数次
向李青报告失败，她总是说不急不急，要精
准、慢慢来。直到成功那一天，她喜极而泣：

“连续‘烧钱’多年，我能不急吗？可是，这是
搞科学试验，不能因为我的情绪，影响大家的
斗志。”

2010 年，东旭集团主导投资、设计、建设
的国内第一条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五
代液晶玻璃基板生产线建成，生产出我国首
片国产第五代液晶玻璃基板，改变了国内平
板显示产业长期受制于人的局面。

“‘中国屏’使一台液晶电视机的价格由
万元以上降到两三千元。”李青说，东旭做成
了很多企业想干却不敢干的一件事。

李青。
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供图

从体制到“建制”

扛得住上百次失败

严苛的完美主义

【人物名片】

马峙英，1958 年 10 月出生于

新乐市西五楼村，1983 年入党，河

北农业大学教授，河北省棉花育种

首席专家、“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

程”河北课题首席专家，2001 年至

2019 年担任河北农业大学副校

长。多年来，他主持完成了 20 多

项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在棉花

育种理论技术和新品种选育、粮棉

节水丰产高效技术体系方面取得

多项创新成果。

【人物名片】

李青，女，1965年3月生，中国

民主促进会会员，硕士，教授级高

工，东旭集团总裁兼总工程师，河

北工业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

师。平板显示玻璃技术和装备国家

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国硅酸盐学会

电子玻璃分会理事长。全国优秀科

技工作者，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李青专注我国新型光电显示材料

和装备自主研发及生产、技术与工

程管理等工作，为我国显示行业安

全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