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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杂优团队负责人李会霞（右二）与团队成员

“这些年我们朔城区重点推广玉米及杂粮膜侧播种技

术，5 年来，累计推广应用 111.7 万亩，涉及玉米、谷子、高

粱等 8 种作物，单靠这项技术，全区实现粮食增产 2.2 亿

斤、节本增效 3.6 亿元。”9 月 1 日，朔州市朔城区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主任李淑兰说。

李淑兰，1987 年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毕业后就职于

山西省农科院高寒作物研究所从事马铃薯育种工作，1991
年 4 月调回朔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开展基层农技推广

工作，2006 年任中心主任，2014 年晋升为推广研究员。30
多年来，她始终奋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常年奔波在乡镇

农村、田间地头进行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及时帮助农民

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和好

评。先后入选山西省农技推广集成专家库首批入选专家、

人社部职业技能鉴定高级考评员、农业部“万名农技推广

骨干人才培养计划”；是全省的知名农业专家、朔州市“首

届拨尖人才”“种植业首席专家”，也是朔城区第六届人大

代表、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新技术推广创造奇迹

李淑兰在工作中编写了大量论著和培训资料，先后撰

写了 100 多万字的论文、农民培训教材、农业实用技术资

料彩页和技术明白纸，对全省农民科学种田起到了重要的

指导和引领作用。从事基层农技推广工作以来，她每年培

训指导农民 8000 多人次，共引进推广农作物新品种 226
个、新技术 62 项，先后创建新技术、新品种、新机具规模化

应用示范基地 66 个。尤其是近年来，她带领县乡农技人员

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全力推广玉米及杂粮膜侧播种技术，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势头明显。2017 年试验示范膜侧播种

50 亩，获得好的效果，2018 年开始大面积推广，到 2022
年短短 5 年时间，全区推广面积达到 50 万亩，被全国知

名专家评价为“新技术推广史上的奇迹”。通过该技术的

推广，地膜用量减少了 25%，亩均增产 200 斤左右，亩节

本增效 320 元左右。5 年累计推广 111.7 万亩，涉及 8 种

作物，单靠这项技术，全区共增产粮食 2.234 亿斤，节本增

效 3.58 亿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极其显著。

该技术的推广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并带动其他市

县推广 80 多万亩。多次被中央及省市主流媒体宣传报

道，为朔城区粮食产量实现“十六连增”和连续 15 年获得

“全国产粮大县”荣誉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成绩突出，2022
年 11 月，朔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被评为“全国五星基

层农技推广机构”，位列全国第一，也是山西省唯一一家

获此殊荣的单位。

服务送到百姓心坎上

丰收的背后都凝结着她无数艰辛的汗水和点点滴滴

的感动。为了更好地服务农民，从 2019 年开始，李淑兰开

始组建种粮大户微信群，老百姓在种植过程中，遇到任何

问题，都可以在群里交流。她白天带领农技人员深入田间

地头对农户进行面对面、手把手的技术指导，晚上回家都

要把群里的上千条信息全部看完，对农民提出的问题及时

解答，从不让老百姓的问题过夜。到现在，已发展到 4 个群

共 1428 人，每天解答完农户的问题，已经是次日凌晨了。

她这样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动着全区的老百姓，他们常在

群里发自内心说些感激她的话语。面对老百姓的夸赞，她

总是这样说：“农民挣钱太难了，我能为老百姓做点事根本

不算什么。”

2020 年春天，下水村的种粮大户吴国章买了一台膜

侧播种机，在实地教学培训时，他没有认真学，结果播种

时，完全种不了，他认为是机器不好，在群里用最难听的语

言诋毁膜侧播种新技术，并扬言要把膜侧播种机烧毁。李

淑兰赶紧好言相劝，连夜协调厂家技术员上门为他调试机

器。结果种了一天机器又不行了，李淑兰又亲自带邻村的

种粮大户找到吴国章，边播种边教他怎样调试就这样，通

过三次手把手地教，秋天，他的膜侧播种田比别人每亩增

产了 300 斤。从此，他逢人就夸膜侧播种技术好，省工省

力、增产增收，“烧机农户”变成“推广能手”。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李淑兰几十年如一日

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得到省、市、区各级领导的肯定和好

评，称赞她是“农业战线的标杆和旗帜”“真正的农业专家”

“有三农情怀的人”等，老百姓更是对她好评如潮，称她是

“农民的贴心人”“共产党的好干部”……

作为一名基层农技人员，李淑兰志在田野写丰收，努

力践行着“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服务送到百姓心坎上”的

工作理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朔城区农业技术推广工

作和全区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她先

后获得“专家团队先进个人”“山西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

最美农技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山西

省劳动模范”等多个国家级和省市级荣誉。

李 淑 兰
（左一）在田间
对客户进行技
术指导 姻 受
访者提供

■ 科学导报记者 武竹青

李淑兰：三十六载农业战线谱华章

30 年磨一剑，山西省谷子杂交种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金秋时节，万物渐丰。在长治市潞州区漳沂西路科研巷的山西农业大学谷子研究所一处试验田里，一
行行谷子在阳光下茁壮生长，随着微风荡起层层绿色波浪。翠绿的叶片间，株株金黄色的谷穗硕大饱满

“笑”弯了腰。目之所及，尽是一片丰收的喜人景象。
“你看，长杂谷 466 它的优点就是抗病抗倒性强，穗子粗大，灌浆性好，高产稳产，这个品种的小米熬出来

的粥色泽金黄，米香浓郁，糊化时间短，入口软糯……”初见时的李会霞皮肤黝黑、个子不高、有着温柔的嗓
音，她平和、质朴、沉稳、坚韧，与我们印象中高大上的专家教授形象截然不同。然而伟大孕育在平凡之中，就
是她所在的这支谷子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团队历经 30 多年 3 代人的攻坚克难，实现了谷子杂交种的研究突
破。李会霞是山西省谷子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现任谷子杂种优势利用研究课题组负责人。

“品种选育的田间工作对研究结果至关重要。一旦投入试验，就没有上下班的概念。作物生长季节就是

工作时间。每到谷子抽穗期，只要天亮着就一直会在地里，长时间风吹日晒，皮肤不好，也没时间穿衣打扮，
早就习惯了……”李会霞双手捧着饱满的谷穗跟笔者说道，脸上的笑容温暖如春风，给予了杂交谷子无尽
的生机与活力。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生活，一项技术能够创造奇迹。地处黄土高坡的山西，沟壑纵横，土壤丰厚，干旱少雨，是
谷子生长最适宜的地区之一。过去产量低一直是困扰谷子生产的最大难题，谷子的高产稳产对于以种谷为生的
农民脱贫致富至关重要。

要大幅提高谷子产量，使用杂交种是一条实现丰产、抗病、优质的最有效的育种途径。山西农业大学谷
子研究所经过 30 多年的艰苦攻关选育出的长杂谷 466，是适宜我国西北中晚熟区种植的谷子杂交种，口
感好、产量高、可大面积用于生产，是中晚熟谷子杂交种选育的里程碑突破。

坚如磐石，栉风沐雨砥砺行

山西省谷子杂种优势利用研究于 1990 年列项，在省

科技厅资助下，由谷子所牵头，高粱所、经作所协作，共同

开始了谷子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在第一代带头人王殿赢

老师的带领下，起初几年团队主要以“三系”选育为主，进

行了大量远缘杂交，但始终未找到细胞质不育基因。

1995 年，谷子研究所从河北张家口坝下农科所引进

了光敏雄性不育材料 683，在第二代带头人王玉文老师

的带领下，开始了光敏雄性不育杂种优势利用研究。683
属早熟类型，且农艺性状较差，异交结实低，通过杂交转

育，1999 年，选育出了光敏雄性不育系 SMPA1—SMPA5。
由于光敏不育系杂交种结实性易受环境影响，存在一定

风险，未能用于生产。

失败，实践；再失败，再实践。历经岁岁年年，试验一

直在进行。培育杂交谷子品种，只靠热情和奉献不行，更

重要的是科学的思维和正确的方法。1998 年，谷子所从

中国农科院品资所引入了抗拿捕净除草剂种质，开始了

抗除草剂恢复系选育。2000 年开始，王玉文老师带领团

队将研究方向转移到了以选育谷子高度雄性不育系为主

的杂种优势利用研究，确立了培育高产杂交种的新思路：

利用华北夏谷类型不育系与西北春谷类型恢复系进行杂

交，选育强优势组合。

“以前我们是用苗色来鉴定真杂种的，母本叶鞘是绿

苗，父本叶鞘是紫苗。紫苗是显性的，F1 代就是紫苗，苗

期要通过人工间苗拔掉绿苗，留下真杂种，这样就很费

事。2004 年我们选育出了抗拿捕净除草剂恢复系后就开

始了抗除草剂杂交种选育，后来选育的杂交种都是抗除

草剂类型，用除草剂一喷就能把假杂种去掉，留下的就是

真杂种，用起来简单方便，效果也很好。”李会霞介绍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多年的研究，谷子研究所创建了

完整的谷子“两系”杂交种选育技术体系，2008 年选育出谷

子杂交种长杂 2 号，实现了我国中晚熟谷子杂交种零的突

破，2012 年该项研究成果获山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搞科研就像是在黑暗中行路，要想找到光明，首先

你心里要有光明，更要有坚如磐石的毅力。农业科研是一

个周期漫长的工作，一个优良品种的诞生，需要对成百上

千个种质材料进行组配、杂交、回交，还要经过几代的筛

选、鉴定、培育。你们要多去田间地头走一走，把科研扎根

泥土中，才能把成果写在大地上！”28 年来，李会霞始终

牢记课题组前组长王玉文老师的这番话。

作为第三代团队负责人，她主张选育品种要从生态

区考虑，针对早熟区，谷子杂交种要以早熟和高产为主攻

方向，对于中晚熟区，要兼顾产量与品质，努力实现双赢。

目前，该团队建立了完整的亲本繁育和杂交种生产技术

规程，探明了杂交谷子选育机理和技术路线，为杂交谷子

育种体系建立和产业化提供了科技支撑。

为尽快培育出高产优质适应性强的新品种，谷子杂

优课题组把部分试验放到了海南，每年冬季课题组成员

便开启了像候鸟一样的迁徙生活，一走就是几个月。“这

样每年‘两头跑’的状态成为我们的工作常态，11 月谷子

刚收获脱粒完，就需要马不停蹄去海南播种‘抢农时’，到

第二年 3 月再返回山西，一年当做两年使。”“目前课题组

只有5 个人，每年种两季，经常得在地里头忙，从苗期、抽穗

期、拔节期，直到成熟期，都需要在田间不停地登记观察、

套袋杂交，一个穗种两行，数万株谷穗，团队成员要一行一

行地看，一株一株地比较，从苗期就开始看着长，一直到挑

出株型好、叶相好、农艺性状优良、成熟期适中、灌浆特性

好的单株收获，各种观察都要很仔细，才能在最后选出一

个好的亲本，进而做杂交组合配置。所以从事研究真的很

辛苦，经常得在高温下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地操作，热得汗

水一直流，后背、袖子全是湿的，而且还要忍受蚊虫叮咬，

试验田里的大多工作都必须是靠人工上手来完成的……”

从李会霞饱含真情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这群农业科研工

作者顶着骄阳奋战在科研一线的场景，他们秉承着科学家

的实干精神，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农业科技工作者吃苦耐劳

的传统，用踏实肯干、默默奉献把科研成果写在了大地上。

功夫有成，时光不负。2015 年，“谷子杂种优势利用与

分子机理研究”被列入山西省科技创新重点团队项目。

2016 年，长杂谷 466 经田间鉴定，表现良好，2017~2018
年参加国家西北区中晚熟组联合试验，产量居两年参试

品种第 1 位。2018 年，谷子研究所与山西德利农种业有限

公司达成合作关系，共同进行谷子新品种的开发推广工

作。2020 年长杂谷 466 通过登记。2021 年，谷子所承担了

中央引领地方资金长杂谷 466 成果转化项目、山西省种

业联合攻关等项目。山西德利农种业公司在山西长治、大

同、忻州，内蒙古赤峰、河北蔚县等地进行大面积示范推

广，自此长杂谷 466 从试验田走向了老百姓的田间地头。

功夫有成，春华秋实满庭芳

喜看稻菽千重浪，田畴沃野丰收忙。9 月 16 日，山西

省谷子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在忻州定襄县神山乡神山村观

摩了“优质高产谷子杂交种长杂谷 466”，观摩现场 20 多

名专家及定襄县多名长杂谷 466 种植大户听取了谷子所

杂交种育种团队现任负责人李会霞对长杂谷 466 的特性

介绍，观摩了其田间表现，对长杂谷 466 的丰产性、抗逆

性、优质性有了更深的了解并给予了高度评价。10 月 9
日，谷子所组织专家在该地块小面积实收测产，长杂谷

466 在前期干旱严重的情况下，平均亩产 535.75 公斤。10
月 11 日，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彭堡村邀请专家对 500 亩长

杂谷 466 进行测产，亩产量创 688.3 公斤的高产纪录。

“看这长势，秆壮、穗大、腰弯、粒满，今年谷子又是

好收成。”种植大户寇玉林兴奋地说，“我是去年开始试

种长杂谷 466 的，种了 70 亩，算下来亩产 500 公斤保

底，高的可达 650 公斤，而且长杂谷 466 出米率高，以前

一斤谷子最多出 8 两米，长杂 466 能出到 8 两 3，加工出

的小米也深受客商好评，现在还没收割订单就已经排上

啦。”寇玉林的喜悦溢于言表。

秋风卷金浪，稻谷遍地香。令人欣喜的是，在反复试

验探索中，一批优异的谷子杂交新品种也相继培育了出

来，除长杂谷 466 外，谷子所还选育出矮秆、早熟杂交种

长杂谷 2922、中晚熟杂交种长杂谷 333 和长杂谷 2101，
在国家联合试验中，这些杂交种产量均居两年参试品种

第一。9 月 23 日，长杂谷 2922 在五寨县进行小面积实收

测产，平均亩产 511.9 公斤。10 月 8 日，长治市潞州区后

北庄街余庄村的 40 亩长杂谷 333，用联合收割机实收，

亩产量创 550 公斤的高产佳绩。长杂谷 2101 于 2021 年

获评国家一级优质米，使中晚熟谷子杂交种的品质又向

前迈了一大步。

一项项成果向我们诉说着谷子所谷子杂优课题

组成员对农业研究倾注的大量心血，彰显着一种拼搏

奋斗的风采。但团队现任负责人李会霞更多想到的是

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她时常提醒自己和课题组其他成

员：登山攀顶，脚下的路依然漫长，仍需加倍努力……

■ 刘江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