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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贾拉姆（获 2014 年世界粮食奖）

印度出生的拉贾拉
姆研究员赢得了 2014
年世界粮食奖。他的工
作推动了小麦产量大幅
增加，其研究培育的小
麦品种誉满全球。

美国国务院 6 月 18
日在华盛顿宣布，拉贾
拉姆赢得这一年度奖项。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讲话
中赞扬了拉贾拉姆的研究作出的贡献。克里说：

“拉贾拉姆博士研发出数百种小麦的新品种，对此
我们心怀感激。他的研究每年为国际市场贡献 2
亿多吨的谷物。”

拉贾拉姆是墨西哥公民，他在那里与其他
科学家合作研发杂交小麦品种，让小麦能够适
应更多不同的土壤和气候。他还研发抗病力更
强的小麦品种。世界粮食奖基金会说，拉贾拉姆
的小麦品种在全球各地 5800 万公顷的土地上
生长。

李小文（代言华为没酬劳）

“扫地僧”李小文爆
红网络，媒体争相邀约
均采访无果。6 月 5 日华
为在某报纸刊登了大幅
广告，内容只有两句话：

“华为坚持什么精神？就
是真心向李小文学习。”
李小文再次受到关注。

院士大会期间，李小文首度谈代言。他表示，
与华为结缘是基于朋友的介绍。当时华为的一位
副总来找他，双方交谈之后发现脾气、理念都很相
合，他就答应了。华为特意说明，他们只是为了宣
传这种理念，不是为了打广告挣钱。

至于代言费，李小文说根本就没想过。
李小文在科学网的网名叫“黄老邪”，经常与

年轻人互动交流。与名字一样，言语中经常显露出
几分侠客气质，不时针对遥感领域的问题“和某某
人掐一架”，有时还会怅然地“独孤求败”。

乔希·泰克里克（“超越鸡蛋”发明者））

6 月 13 日，由李嘉
诚投资 1.8 亿港元打造
的 JustMayo“人造蛋黄
酱”在香港百佳超市旗
下 Great 超市正式发售。
李嘉诚亲自站台，并和
一名美国大学生亲自煎
人造蛋吃，力证人造蛋
确实可以食用。

乔希·泰克里克正是接受李嘉诚投资的人
工鸡蛋的开发者，他最初将其称为“超越鸡
蛋”。“超越鸡蛋”以罐装的形式出现在超市的
货架上，但它并不是将鸡蛋搅成流质灌装而成
的，而是用与鸡和鸡蛋完全没有关系的植物制
作而成的。

乔希·泰克里克之所以发明“超越鸡蛋”，是因
为在非洲参加减贫项目的经历。之前，乔希·泰克
里克也从未想过会有人造鸡蛋这种东西。但在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日子中，乔希·泰克里克目睹了食
物短缺的严重性。在接受 FOX 电视台采访时，乔
希·泰克里克表示，正是在非洲的 7 年时间，让他
逐渐萌生了制造人工鸡蛋的想法。

来茂德（校长站立 9 小时发放毕业证）

每一个人都能从校
长手中接过毕业证书，
这对于大多数毕业生来
说难以实现。6 月 20 日，
在中国药科大学的毕业
典礼上，校长来茂德站
立近 9 小时亲自为近
4000 名毕业生颁发毕业
证书。

从当天九点半开始，在学校大礼堂内，各院系
院长先为本院部系毕业生拨穗，之后穿着学士服
的毕业生们排着队等待校长来茂德亲自颁发毕业
证书并且合影留念。从握手、发证书到合影。直到
下午五点十分，来茂德才为最后一名毕业生颁完
证书，整个过程耗时近 9 个小时。

这是来茂德为毕业生亲自颁发毕业证书的第
二个年头。“每一位毕业生都希望校长为自己颁发
证书，校长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学校。希望每一
位毕业生都留下美好的回忆。”来茂德保证，在自
己当校长期间一定会每年都这么做下去。

刘石平（华南理工博士生首登《细胞》封面）

近日，华南理工大
学博士生刘石平作为第
一作者的文章《群体分
析揭示北极熊更近的物
种形成时间和快速的适
应性进化》，在国际顶级
期刊《细胞》作为封面故
事发表，揭示了作为世
界上最大食肉动物的北极熊，虽然体内脂肪占据
了体重的 25%，却很少得心血管疾病的原因。

该研究利用群体基因组方法分析了 89 个北
极熊和棕熊的完整基因组，揭示两个物种大概在
47.9~34.3 万年前分化。研究还发现相对于棕熊，北
极熊有些基因受到了强的正选择进化，在受到最
强正选择效应的 16 个基因中，有 9 个基因与脂肪
代谢和心血管疾病相关，暗示北极熊的脂肪酸代
谢方式和心血管系统可能发生了重要的几乎重组
的变化。

研究结果对于广大的“吃货”是一个福音：未
来有一天，哪怕你像北极熊一样顿顿吃肉，长得膘
肥体壮，也不用担心心血管疾病的困扰了。（北绛）

说起眼下的工作和生活，76 岁的北京大学
物理系教授、中科院院士甘子钊只用了两个字
来形容———“简单”。

跟如今很多生活在大城市里的“爷爷奶奶”
们一样，甘子钊平日里的第一项重要“任务”，是
送孙子到离家不远的一所小学去上学。甘子钊
用自行车带着孙子，爷孙两人七点半准时到达
学校门口。

不过，与大多数“爷爷奶奶”们送完小孙子
便去逛菜市场、逛公园或者返回家中有所不同，
甘子钊的下一个目的地，是距离这所小学不远
处的北大物理系办公楼。

家、小学、办公楼三点一线，只要不出差，工
作日里的每天早晨，你都能在这条固定的路径
上看到甘子钊的身影。

八点刚过，甘子钊走进办公室，打开电脑开
始一天的工作。

“看看文献、做些计算，有时候也会去实验
室找学生帮忙做点事情。”甘子钊觉得自己的工
作内容与身边的其他同事没有太大区别，只是
不会像年轻科研人员和老师们那样常常忙得不
可开交。

办公桌上的电话时不时响起，大多是打来
向甘子钊咨询专业问题的，除了学生和同事，其
中还有不少来自产业界的管理者或科研人员。

“这些年我比较重视凝聚态物理的应用，所
以跟企业界有了不少来往，但跟我的专业没有
关系的事情，我一般不会去参加。”甘子钊坦陈，
校园外的确有很多的活动希望找院士去参与，
甚至是帮对方去“站台”，但他有自己明确的取
舍标准。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起，甘子钊就认识到中
国的物理学界应当对当前的国家需求给予更多

的关注，他开始探索半导体光电子学、凝聚态物
理、高温超导等学科的实际应用，并积极推动相
关产业的发展。

“我与产业界有多年接触，专业涉及的面也
比较宽，所以现在来找我咨询的人会多一些。”
甘子钊说，他所能做的，其实也只是帮对方多出
出主意。“在我这样的年纪，若是希望在科学上
还能有多么了不起的发现和成就，其实并不太
现实。”

关注国家需求的背后，其实还有着甘子钊
对物理人才培养问题的思考：“北大物理系培养
的学生，也不可能出来后都去做科研。”

身为院士，甘子钊将自己如今的角色定位
为一名“帮助者”，凭着几十年的学术功底，帮大
家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能起点作用就可
以了”。

作为“帮助者”，甘子钊有自己的原则：不承

担科研项目，不做具体课题的负责人，放手让年
轻人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只是帮助、指导年
轻人实现他们事业的目标。

在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甘子钊以这
样的方式履行着自己的义务。而在这看似自然
轻松的选择背后，是镌刻在心底的“责任”二字。

甘子钊 1938 年出生，16 岁进北大读书后留
校任教，在燕园生活了六十余年。他说自己“命
好”，因为与同龄人相比，能够有机会接受高等
教育、对现代科技有所了解的人并不多。

“有很多比我聪明能干的人，但在那个年代
或是因为出身不好，或是因为上了大学又受到
政治运动的冲击等种种原因，都改变了命运。”
甘子钊说，作为有幸学习科学技术的人，只有利
用好这个机会，“争取多做一点事情”。

这质朴简单的话语，或许就是甘子钊至今
仍“退而不休”的原因。

对话

《中国科学报》：对于此
次入选“中国种业十大功勋
人物”，你作何感想？

程顺和：这是对我工作
的一种肯定，当然感到很高
兴。不过任何科学成就都是
在前人的基础上攀登而成，
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也尽量
为后来者作些积累。

《中国科学报》：你觉得
若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小麦育
种家，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程顺和：首先要看你愿
不愿意干这一行。我小时候
接受的教育让我觉得，通过
育种改良作物是个高尚的
事，可以解决贫困人口的吃
饭问题，为人类带来财富。

你不下田，就不会成为
小麦育种家。如果你觉得在
田里晒黑了，站累了，这个多
苦啊，那就糟了。干我们这一
行，重要的是要有感情，每每
有个小的新发现你就会非常
兴奋地抓住不放，探究到底，
其他都抛之脑后。育种是渐
渐积累不知不觉间取得的成
果，不可能一鸣惊人，都是一
步步非常具体的工作，需要
静心、耐心和苦心。

《中国科学报》：你如何
看待目前我国小麦育种研究
和应用的现状？

程顺和：我注意到这次“中国种业十大功勋
人物”有企业家入选。我觉得这非常好。从中央
的文件可以看出，种业发展的两大主题分别是
粮食安全和种业安全。

我国小麦种植面积全球第二、产量全球第
一，但育种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如果
民族种业市场竞争力差，那么国外企业对我们
的威胁很大。保障种业安全要以种子企业为主
体，有好的政策推动育种人才、技术、资源依法
向企业流动，我国民族企业的壮大和在国内外
竞争力的提高，不能仅依靠国家经费扶持，国家
要有促成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政策，让民族种
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中成长，构建商业化
育种体系，这样才能加快推进现代化种业发展。

《中国科学报》：那么，育种方面的科学家应
该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程顺和：虽然我们的育种学家有经验，有成
绩，但也面临不少问题。比如如何将分子育种、
转基因、信息自动化等技术与传统方法相结合。
虽然从总体来讲，我们国家还没达到世界先进
水平，但也不要迷信国外，只要我们有好政策能
有效地把各方面力量组织起来，就一定能赶超
世界先进水平。

育种研究一定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写论
文很重要，但写文章千万不能作为目的、任务，
而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作为著名小麦育种专
家，程顺和一生中的大部
分时间都过得更像一个
“农民”，风吹麦浪的田野
是他人生最重要的舞台。

甘子钊：只为多做一点事情
姻本报记者 郝俊

程顺和：风吹麦浪下田忙
姻本报记者 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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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院士，甘
子钊将自己如今的
角色定位为一名

“帮助者”，凭着几
十年的学术功底，
帮大家提出一些可
供参考的建议。

“

程顺和非常赞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诺
曼·E·勃劳格的一句名言：“若你想要成为小麦
育种家，那么你就下田吧！下田，下田，下田，再
下田，当你听到小麦在跟你讲话的时候，那么你
就成为一名真正的小麦育种家了。”

作为著名小麦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江
苏省里下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程顺和一生中的大
部分时间都过得更像一个“农民”，风吹麦浪的田
野是他人生最重要的舞台。

常常是，天还没亮，程顺和就从床上坐了起
来，靠在枕头上直接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会利用
这段时间回复和发出短信、思考研究计划、安排工
作任务、阅读资料……还没下床，他就已经工作了
两个多小时。一旦开始投入工作中，程顺和似乎就
更没有了时间观念，而且很不喜欢工作中断，因此
饮食也很不规律，经常错过了饭点……

而另一方面，多年专注带来了卓著成
就———程顺和参与育成扬麦 3、4 号，主持育成
扬麦 5 号、扬麦 158 等小麦系列品种 20 多个。
其中扬麦 5 号和扬麦 158 分别于 1991、1998 年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扬麦 158 的育成初
步解决了世界小麦育种中广适高产与抗赤霉病
相结合的难题。扬麦 5 号和扬麦 158 也成为我
国上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末种植面积最大
的品种。他育成的扬麦系列品种累计推广面积
6 亿多亩，是建国以来长江下游小麦品种第四、
五、六次大面积更换的主体品种。

前不久，程顺和还与袁隆平等人一道入选
了农业部推评的“中国种业十大功勋人物”。

尽管如今已 75 岁高龄，但程顺和依然保持
着旺盛的精力和高强度的工作，近日赴京出差
期间，他的日程表也几乎排满，只得挤出晚上时
间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的专访。

“不要觉得自己不行”

1939 年，程顺和出生在江苏溧阳五荡湾
村。战乱和困苦成了他童年的主题。

5 岁时，程顺和的父亲不幸去世。当日军打
过来的时候，舅舅就把他放在箩筐里，挑起担
子，带着他四处逃生。

幸运的是，母亲为他树立了一个强大的正
面榜样。虽然她像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女性一样
没有太多文化知识，但却拼尽全力拉扯着程顺
和和弟弟———打零工、帮富裕人家做饭洗衣，从
山上挖来野菜充饥。

母亲不只是靠吃苦来对抗命运，而且深知
学习知识和正直为人的重要性。她小学成绩优
秀，全县三十多位学生考镇江师范，仅她一人被
录取，但家里不主张女孩读书，她在解放后靠自
学当上了农村小学教师，多次被选为人民代表，
并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

“后来我到南京农学院读了育种专业之后，
发现在农村教书的母亲对小麦、水稻等作物的
情况非常了解，甚至和我在学校里学到的一样
专业。”程顺和回忆道，“我跟她开玩笑说：‘您要
是学农的话，肯定会是个专家。’”

之所以选择考南京的大学而不是北京、上
海，程顺和主要是为了方便照顾母亲。在他看
来，母亲含辛茹苦把兄弟二人拉扯大，自己也急
切盼望报答养育之恩，选择在省内读书便可时
常看望母亲。

程顺和继承了母亲坚韧的基因。高中阶段，
他曾经常感到头疼，后来发现自己很难记住东
西。“上午学的东西，下午就记不起来了。”在对

“失忆”症状感到暂时的恐慌之后，程顺和决定
想办法克服这个问题。他开始坚持记日记，把重
要的东西一一记下来进行回忆总结。“我现在记
性也不好，所以就通过培养条理性来弥补不足，
我的东西都有固定的位置。有时在外出差打电
话让家人帮忙找个什么资料，一定会在我说的
那个地方找到。”程顺和说。

他属于典型的对自己下得了“狠心”的人。

1962 年从南京农学院毕业后，泰兴稻麦良种场
很看重这个有知识的大学生。场长觉得这个年
轻书生学不会老农才干得来的农活，总是叮嘱：

“小程啊，不要下田，你不会弄。”
可等领导一走，程顺和就赶紧把有经验的

老农民当成师傅，结果农活儿样样都能干好。
“不要觉得自己不行，也不要听别人说不行就不
干了。”秧板落谷、赶牛耕地，他学会了，拖拉机
也照样开。

不仅如此，69 岁是学驾车的临界年龄，他不
甘一辈子失去驾车资格，决心一试，竟然克服年
龄大和时间紧的困难，经两三个月的刻苦磨炼，
顺利拿到驾照。

与扬麦日夜相伴

一个小麦新品种育成的背后通常要 10 年
多的时间，要对数以十万计的育种材料仔细观
察、记录和取样……这需要不厌其烦的耐心和
只争朝夕的努力。育种者必须全身心投入。

程顺和有个习惯———不喜欢有人来田里看
他，特别是在育种最繁忙的那两个多月。

“为了专心选种，我只好尽量不接待来访的
客人，也希望学生们不要告诉客人我在田里的
什么地方。”因此，程顺和在田里总是用大的草
帽和大褂子把自己隐藏起来。 每年从秋播到
夏收的 9 个多月，他吃住在试验田旁边的一间
小平房里。寒来暑去，这个简陋的临时居所里，
在程顺和的床铺上，蛇、鼠都不算“稀客”。

常年重视一线工作令程顺和获得了小麦育
种方面的“丰收”。

上世纪 80 年代，他提出和运用育种材料决
择时“综合性状协调点”的观点，“三看”的田间
表型选择方法。“品种育成初期进行遗传性状再
加工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等一系列观点和方法，
带领团队育成了小麦新品种“扬麦 5 号”。

扬麦 5 号平均亩产比对照组增产 36.4 公
斤，增幅达 12.28%，并且品质优良。该品种也由
此成为我国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种植面积最大

的小麦品种，促成了长江下游小麦品种第五次
大面积更换，成为长江下游和中游部分地区的
主栽品种，年最大种植面积达 2110 万亩，累计
种植 1.5 亿亩，增产粮食 51 亿公斤，增加经济效
益 80 亿元以上。

扬麦 5 号的育成还使广适高产与赤霉病轻
的难题取得了重要进展。程顺和也因培育成该
品种于 1991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上世纪 90 年代，程顺和又提出并采用“综
合育种技术路线”“提高育种材料基因库整体水
平”及“同一地点创造不同生态环境与不同生态
区多点试验相结合，提高适应性育种效率”等观
点和方法，主持育成了扬麦 158。该品种的育成
初步解决了大面积丰产与抗赤霉病相结合的世
界性难题。

该品种在产量、抗性、品质等方面大幅度超
过原主栽品种扬麦 5 号，是我国南方麦区小麦
育种的又一重大突破。它促成了长江下游自建
国以来小麦品种的第六次大面积更换。

扬麦 158 的年最大种植面积达 2539 万亩，
是我国 20 世纪末种植面积最大的小麦品种，也
是长江中下游历史上推广速度最快、覆盖率最
高的小麦品种，种植面积累计 1.8 亿亩以上，增
产粮食 77.5 亿公斤，为上世纪末我国粮食总产
达 5000 亿公斤的战略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科委曾评价“扬麦 158 的育成是我国科
技界继‘中国 04 机’之后为经济建设服务取得的
又一重大成果”。1998 年，程顺和因对扬麦 158 的
卓越贡献而再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我是个幸运的人”

尽管忙得透不过气，但程顺和总自认为是
个幸运的人。“学什么，干什么，干了一辈子。”

老伴陈风琳当年正是觉得程顺和“事业心
很强，为人正直”而与他走到了一起，并为他付
出了很多。

由于丈夫经常泡在田里，陈风琳主动挑起
了照顾两个孩子的大部分重担。孩子小时候经
常生病，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不得不请保姆。
有一次保姆辞职，而程顺和正在外地蹲点调研，
恰好又赶上是个大雨天，陈风琳只好把孩子锁
在家里，撑起伞出门去聘请保姆……

对于曾经的艰难，陈风琳倒是看得很开：
“我俩没闹过什么矛盾，他也是为了事业，过去
条件差，哪像现在这样好多啦！”

采访间隙，老两口商量着订返程机票的事
情，配合默契，温馨从容。

近年来，程顺和在国家粮食安全总目标下
寻求小麦育种的新突破。针对我国北纬 33 度沿
线面积广大，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小麦增产潜
力巨大的特点，他率先提出用他的方法改适后
使北方大品种南下到 33 度沿线，南方的大品种
北上到 33 度线应用的“北下南上”育种新思路。

据程顺和介绍，北纬 33 度线以南的小麦抗
赤霉病效果好，但丰产性和抗冻性有待提升，以
北地区的小麦丰产效果较好，而抗赤霉病性和
抗穗发芽性较差。目前，他正致力于研究充分利
用北纬 33 度沿线南北小麦大面积育成品种的
最新成果，解决北方品种的赤霉病和穗发芽问
题，改良南方品种的抗寒性和产量潜力，以提高
该区域粮食生产水平。

如何发挥南北双方大面积品种的优点，克
服缺点，培育出综合性能更好的新品种？作为这
一“北下南上”育种计划的倡导者，程顺和仍然
在风吹麦浪中奔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