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耕耘青青田园
只为稻花飘香马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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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人
的开学季

■ 李秀芹

今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眉山市

东坡区岷江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永丰村）考

察调研。著名水稻栽培专家、四川农业大学

水稻所教授马均向总书记介绍了水稻新品种

及生产新技术。

“总书记十分关心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

关心我们的水稻产量情况。”马均庄严承诺，

“请总书记放心，实现藏粮于技、中国碗装中

国粮，我们有信心、有底气！”

这份信心和底气，来源于马均对水稻栽

培事业的执著和坚守，来源于历经了35年春

种秋收后的沉淀。

热爱与担当——
“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

马均对作物栽培学的喜欢萌发于初中时

期。当时教生物的老师提倡“从做中学”，教他

们授粉，讲述神奇的杂交技术。少年的好奇心

一发不可收拾，促使马均考入四川农业大学攻

读农学。

学校浓郁的学术之风、老师们对科学的热

忱深深感染了马均。读本科时，他就对栽培产

生了兴趣，因为觉得栽培和其他学科交叉较

多、灵活性强，考研究生时，他选择了水稻栽培

研究，师从水稻栽培专家孙晓辉教授。“当时农

学两个班共60个人，只考上了3个研究生。”从

那一刻起，马均已经为自己的人生定下了方

向。之后的一切，对他来说，只是朝着这个方向

努力努力再努力罢了。

在读博的时候，马均成为作物遗传育种专

家周开达院士的弟子，令人歆羡，但马均依然

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作物栽培学上。

“虽然周开达院士是从事水稻育种研究，

但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我选择进行水稻栽培研

究。”马均回忆，“那时候受杂交水稻发展影响，

育种是更热门的方向，但周开达院士和孙晓辉

老师告诉我，良种良法，我们不能光搞育种，还

要搞栽培。一方面，水稻所不能缺栽培，另一方

面，搞水稻育种也不能缺栽培，现在我们育种

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而要挖掘高产优良品种

的潜力，还必须要靠栽培。”

从1987年毕业以后，巴蜀大地的大部分粮

食主产区的田间地头、农家小院都留下了马均

的足迹。尤其是从水稻准备播种到收割的季

节，他大部分时间都奔忙在各地的水稻生产第

一线。

“这是栽培专业的特性决定的。”马均说，

作物栽培技术是直接面向生产的，对农民、基

层农技人员非常重要。好的品种依托好的技术

更能体现其优越性。因此，只有把办公室建在

农村，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才能真正体现其

作用。

有一年 8 月，马均患了突发性耳聋，医生

要求住院半个月。可恰逢水稻生产正忙的季

节，他根本放不下田间的活儿，于是，他每天赶

到医院输四五个小时的液，拔掉针头就赶到周

边地段的示范田里去了。

上世纪90年代，是作物栽培学发展中的艰

难时期，大量人才流失。马均一度成为水稻所

作物栽培方向研究的“独苗”。“从1995年开始，

我的老师们都退休了，整个团队就剩我一个

人。”马均就这样独自奋战了近 15 年，直到

2010年之后，团队才逐渐壮大。

“和老一辈相比，现在科研条件更好了。”

马均说，更充足的研究经费、更完善的研究条

件都为团队进一步用科技保卫国家粮食安全

提供了有力保障。

榜样与传承——
“感觉不好好干就对不起马老师”

“马老师是学生的知心朋友，同学们有什

么困难都会找他。”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生活

上的困难，马均都热心帮忙。

王贺正刚来学校读博时，爱人没工作，没

有当地户口，孩子读书也很困难，正一筹莫展

时，马均了解情况后，四处张罗帮忙联系工作，

联系学校，为他解决了后顾之忧。

虽然科研、社会服务等工作十分繁忙，但

马均对待教学却从不懈怠。他尽心尽责，除一

直承担本科、研究生作物栽培、生理教学外，还

培养毕业了博士研究生16 名、硕士研究生46

名。他的学生走出校门后多数成为用人单位的

骨干。“感觉不好好干就对不起马老师。”已成

长为河南科技大学农学院（牡丹学院）副院长

的王贺正说。受马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

也总是会冲到服务三农的第一线。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是我的老师们对我

的谆谆教诲，不仅我自己身体力行，而且也是

我对学生们的一贯要求。”马均总是勉励学生，

写在大地上的论文也许没有被顶级学术期刊

收录、也许没有那么值得夸耀，但它是广大农

民朋友们所急需的，是能解决我们吃饭问题

的。“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五谷者，万民之

命，国之重宝。”一个有着 14 亿人口的泱泱大

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我国治国理政的

头等大事，这是我们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最大

的骄傲。”马均总是这样讲。

当有同学对专业感到困惑时，马均就循循

善诱，以作物栽培学方面大家——杨开渠教

授、余松烈院士为榜样勉励学生热爱专业。他

自己更是以实际行动展示了这种热爱，在经费

极其紧张的情况下默默地坚持研究。“播种、量

田、布置田块等基础工作马老师也要亲自干。”

他的博士生张荣萍对此很是佩服。

“他好像是较劲儿一样，做一件事就一定

要把它做好做完。”王贺正说。看上去非常温和

的马均在面对工作时总是很执拗。他的这种不

服输的精神，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周开达院士

那句名言：“即使10年都搞不出成果，也要把教

训留给别人。”这或许就是精神传承吧。

“我是地地道道的川农大人。”马均说，“我

的硕士导师是孙晓辉教授，他是水稻所创始人

杨开渠教授的弟子和助手，我的博士导师是周

开达院士，这两位德高望重的前辈都是水稻所

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我受到了他们的言传身教，

他们身上那种‘爱国敬业、艰苦奋斗、团结拼搏、

求实创新’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成了我一辈

子学习的楷模，他们缔造的‘川农大精神’也烙

印在每个水稻所人的心里，得到了原汁原味的

传承，推动了我校水稻所事业的发展。”

鼓舞与奋进——
“用科技保卫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

“你们从事这项工作很辛苦，出成绩也是

长周期的，日晒雨淋，淡泊名利，贡献非常大。

咱们国家能够丰衣足食，农业专家功不可没。”

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让马均备受感动、备受鼓

舞。

平田如棋局，白鹭忽飞来。大大小小的农

机忙碌穿梭田间。如今永丰片区高标准农田面

积达3100亩、连片规模种植1500亩，已在省内

率先实现水稻“耕、种、播、收、烘”全程机械化

生产，是四川标准化程度最高的高标准农田示

范样板之一。这里也是马均和团队坚守了20年

的地方。

20年前，马均刚来到这里时，就发现这里

田地平且连片，非常适合开展水稻新品种新技

术中试及全程机械化技术示范推广。针对四川

盆地弱光寡照、水稻产量受限的情况，他和团

队通过技术攻关，研发出了稀植壮苗、水肥耦

合等关键技术，充分利用有限的光热资源，提

高水肥利用效率，能大幅提高水稻单产。然而

一到村子，他们收到的却是农民的怀疑。

“才施这么点肥，得不得影响产量哟？”

“这些机器那么贵，到底有好大作用呢？”

…………

村民们的疑惑不少。马均决定，开展面对

面、手把手知识传授。每到农事各个关键时间

节点，团队都在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确保农

民有问题能得到及时解决。特别是水稻关键生

育期，他们每天要在田里待10多个小时。村民

们都笑言：“走到街上根本看不出是个教授、研

究生，完全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不仅外表越来越像农民，马均及其团队的

内心也与农民越来越贴近。种粮大户王元威与

马均教授合作了 20 年，从 300 亩种到 3000 多

亩。尽管前些年粮价有些波动，他仍然坚持种

粮。“我们很信任马教授，他给了我们很大的技

术支持，加上全程机械化，产量和效益都得到

了很好的保障。”

为了提高种粮大户的积极性，马均团队还

与当地政府合作，每年举办水稻“一优两高”

（优质、高产、高效）生产竞赛活动，从品质、产

量、效益、过程管理等方面进行评比，最高能获

得上万元的奖金。从第一届只有24户参加，到

今年第七届有超过200户参加。

“我凭单产 790 公斤的成绩，拿到了 2021

年的最高单产奖。”种粮业主赵友勇说，“但是，

高产不是我的最终目标，通过‘一优两高’竞

赛，现在我更注重质量了。我现在种的鸭稻米，

就采用了生态的方法，食品安全更有保障。”在

马均教授团队影响下，农户们的观念也在发生

变化，安全高效生产成为大家的一致目标。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2017 年核心示范

区超高产攻关田水稻最高亩产达到969公斤，

创造四川盆地水稻超高产纪录。在这个全省

最大的水稻新品种新技术中试基地，马均教

授团队累计引进试种越光、稻花香等国内外

优质品种 340 个，筛选出宜香优 2115、晶优

534、F 优 498、荃优 822 等适合眉山种植的优

质高产新品种 26 个。示范推广机插秧优质超

高产栽培、水稻机直播、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等

技术近20项，集成推广杂交稻机械化生产“缓

基速追”减氮增效施肥技术等绿色安全生产

新技术3项，园区机械化率达到100%，带动眉

山市150万亩水稻实现优质化生产。许多技术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达国际领先水平，先

后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 12 项。尤其是水

稻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杂交中稻丰产高效

水肥耦合技术、稻田固碳减排等成果受到了

社会广泛赞誉。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和要求，再接再厉，用科技保卫粮食安全和食

品安全。”马均表示，团队已与基地就下一阶段

的合作进行商讨，希望让科技成果惠及更多农

户。

1952年，三叔考上了省城

的一所师专。报到前一天，三叔

还在地里干活。下午，祖母帮他

把被褥用草绳捆好，还准备了

一包袱煎饼和一罐咸菜。第二

天一早，祖父赶着驴车把三叔

送到车站。这之前，父亲把自己

的新衬衣送给了三叔。祖母说，

那是父亲单位发的工作服，父

亲一直没舍得穿。三叔只有一

身换洗衣服，已经半旧了，是他

唯一没打补丁的衣服。

1992年，我儿子去外省上

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我和丈

夫就到处打听附近有没有在那

个城市上大学的学生。最后从

儿子班主任那里得知，他认识

一个学生，比我儿子高了三届，

也在那个城市读大学，与我儿

子就读的学校相隔不远。我们

按照儿子班主任给的地址去了

那位同学家，拜托他返校时带

上我儿子。那位同学非常热情，

当即答应下来。离开学还差半

个月，他就跑来我家，告诉我儿

子买哪天的火车票，上大学需

要带些什么。

儿子的行李装了两个大蛇

皮袋，被褥是我新做的，衣服是

新买的，为了省路费，我们没有

陪他去学校报到。儿行千里母

担忧，儿子启程那天，我还是忍

不住想送他去学校，亲眼看看

他的校舍和老师同学。一想到

儿子要独自面对陌生环境，我

就坐立不安。但车票已经买不

到了，我只能眼巴巴望着儿子

跟着学长上了火车。

一周后接到儿子来信，他

说学校环境挺好的，同学老师

也很好，我悬着的那颗心才放

下来。赶紧回信，细问儿子宿舍

几个人、都是来自哪里的、食堂

饭菜如何……信件往来了四五

次，我才大体摸清了儿子学校

的状况。

2018 年，孙女考上了大

学，学校远在千里之外。都说隔

辈亲，离家那么远，我着实不放

心她。儿子说，到时候开车拉着

我们全家陪孙女去学校报到。

儿子的车大，后排可以当床睡，

他让我不必担心路途辛苦。我

们提前一周出发，一路走走停

停，仿佛自驾游。

一接到录取通知书，孙女

就加入了学校班级群。校方非

常周全，连方圆百里内的景点、

校区周遭的美食小吃都做成文

件上传到群里，详细介绍了旅

游路线和各种美食的价格。学

校环境、教室宿舍分布、宿舍内

设置、学生日常开销也在群里

公布了。有图有真相，人还未进

校园，我们已经对那边的情况

了如指掌了。孙女每天都看群

聊，还结识了几位新同学，还未

开学先聊成闺蜜了。

我和丈夫送了孙女一部手

机、一台笔记本电脑，还嘱咐儿

子、儿媳早点给孩子买新衣服。

孙女笑着说：“上学又不是出

嫁，不必带那么多东西，到学校

需要了再买，网购多方便！”是

啊，现在是网络时代，只要手机

在手，一切都能搞定。

我每天听孙女唠叨大学的

情况，进入学校官网，校区就在

眼前。以后想孙女了，我还可以

和她手机视频。儿子说：“这和

在家门口上大学没有太大差

别，只不过不能每天回家吃饭

了。”孙女说：“错！你们每天吃

啥好吃的，必须微信发给我。”

三代人的开学季，一代有

一代人的开学故事，酸甜苦辣

尽在其中。愿孙女珍惜当下，努

力学习，不负好光阴。

为庆祝第38个教师节，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激励广大教师

热爱教育事业，积极进取，开拓创新，推动各项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即日起，

本报推出“庆祝第38个教师节·四川优秀教师典型代表风采”栏目，宣传展

示全省教育战线涌现的优秀典型。

■ 张喆 本报记者 鲁磊（图片由四川农业大学提供）

马均在田间地头开展科研育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