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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的黑龙江“候鸟”生涯

回乡创业 10 余年，于智勇瞄准浑源

恒山道地药材黄芪这一特产，创办了以

恒山黄芪健康养生食药用菌为主导产

品，以菌种研发、菌包生产、鲜菌种植、干

品加工及休闲食品深加工为一体的健康

生态产业链。于智勇经营的山西裕隆祥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平均每年用工 160 人

左右，且呈逐年增长态势，其中 80%的岗

位提供给周边村镇的脱贫户，间接带动

百余农户增收致富。

“浑源的土特产在晋北地区是独树

一帜的‘好东西’，是足以支撑‘大同好

粮’这一殊荣的‘招牌菜’……”山西裕隆

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

师于智勇工作中经常这么说。

回乡创业 为了那一抹乡愁
大学毕业后的于智勇凭借着优秀

的个人能力和专业水平，于 2005 年进

入山西运城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大同分公司担任项目技术员，不久后荣

升为项目经理，工作顺风顺水。尽管如

此，于智勇还是经常彻夜难眠。他脑海

里时常会浮现家乡的山山水水、家乡的

父老乡亲。他总在想如何帮助家乡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如何能够将浑源当地的

特色，发展成产业链条较长的富民产业。

2010 年，于智勇感觉时机成熟，便

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国企项目经理的优厚

待遇，踏上了外出学习、考察之路，通过

1 年多的学习，他确定了适合浑源气候、

土壤等农业条件，且生长周期较短、见效

较快、收益可观的食药用菌产业。2012

年初，他瞄准了北方地区食药用菌产业

开发的空白，返乡创业，于同年 10 月成

立了山西裕隆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精

心推动富硒北芪菇、北芪耳等食药用菌

系列产品开发种植，热心引导群众走附

加值高的农特产品开发种植之路，为当

地县域产业扶贫、农户脱贫、乡村振兴作

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创业初期，于智勇就制定了一个

长远目标：打造农业领域的高科技企业。

多年来，他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依托

山西农科院、山西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

学的研发团队和技术专家，并与澳大利

亚阿德莱德大学、弗林德斯大学进行合

作研发、技术攻关，聘请和培养了大批农

民技术员，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技术骨干

团队，精心培育出了生长周期较短、见效

快且收益可观的菌菇品种，还创新性地

将黄芪下脚料作为培养基，培养出营养

丰富、兼具药用和保健作用的新型功能

食用菌———北芪菇和北芪耳。

浑源县自古钟灵毓秀，独特的自

然地理条件和气候环境孕育了许多优

质优良、品味较高的特色农产品。“作为土

生土长的涉农企业，我切身感受到浑源的

未来必将无限美好，浑源将进入一个现代

农业大发展的新时代。”于智勇说。

振兴乡村 尽展农科人风采
从事食药用菌生产、种植、加工多

年，于智勇不断通过自主研发把食药用

菌液体菌技术运用到工作实践中。他把

自己培育出的恒山北芪菇（耳），结合当

地县域各乡镇经济发展状况，改良菌包

配方及菌种使其达到优质高产，带动各

乡镇 100 多户农户种植食药用菌，使农

民脱贫增收。

在于智勇的带领下，企业连续多年

举办贫困户职业技能培训班，圆满完成

了“千村万人”培训任务，先后帮助数百

家“零就业”家庭和农村贫困户找到工

作，实现再就业。从 2013 年至今，累计培

训 5000 多名农民学习职业技能，使农户

学到了多种技能，包括食药用菌种植、面

塑、剪纸等，使其实现再就业，增加收入。

“裕隆祥”不断发展壮大，日渐成为

浑源土生土长的特色型、科研型、效益型

标杆企业，于智勇同时入选 2018 年度山

西省“三晋人才”支持计划青年优秀人

才；2021 年 6 月，在全省“两优一先”表

彰大会上被评选为全省优秀共产党员。

该企业在于智勇的带领下也取得了诸多

荣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

扶贫龙头企业”“省级民营科技企业”等。

为推动当地县域经济进一步快速发

展，已经功成名就的于智勇又潜心在文

化兴企、兴农、兴县的路上“琢磨”起来。

浑源文物古迹众多，北岳恒山壮美的自

然景观美轮美奂，丰富的历史遗存绝无

仅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举世无双。为此，

于智勇深入各乡镇挖掘民间艺人 20 多

位，将民间手艺与恒山文化深度融合，本

着树立标杆带动更多农户就业增收的目

的，使恒山文化走向全国各地，助力浑源

文旅产业的发展。他还用 3 年时间精心

打造了净石研学营地，每年吸引大同市

周边乃至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前往体验

沉浸式研学课程，为当地县域教育作出

了一定贡献。

“我们企业虽小，但力气小肩膀硬。我们

愿意为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力所能及

地干些实事好事！”于智勇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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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的橡胶
宜林地调查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经济建设处于恢复期，

百业待举，民用工业、国防工业急需大量天然橡

胶，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全面禁运，天然橡胶作

为战略物资，是禁运的重点。1950 年 10 月，抗美

援朝战争爆发，我国天然橡胶供应更趋紧张。正

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央果断作出“一定要建立我

国自己的橡胶生产基地”的战略决策。

刚出校门的赵其国就参加了全国具有战略

意义的橡胶宜林地调查。在李庆逵等人的带领与

指导下，与一大批热血青年深入到雷州半岛、海

南岛、西双版纳等深山密林中开展工作。

考察的时候常常要钻无边的森林，林子里

有大象、蟒蛇等各种各样的动物，曾经有一次，

赵其国踩在蟒蛇身上都还不知道。因为在野外

比较危险，所以都是军队派人带着武器，跟随考

察队员一起进去，一个小组一般 20 多个人，其

中解放军 10 名，考察队员 10 名，一对一地保

护。有时远远一看，就像押着犯人一样，早上一

个个押进林子里去，晚上再一个个押回来。有时

林子比较大，走得比较远，晚上考察结束了出不

来，就全部在林子里宿营，有好几次钻在森林里

五六天才出来。

钻林子十分辛苦，别的不说，单单蚂蟥就让

许多人受不了。那时穿的袜子是防蚂蟥的，是用

比较厚的布做的袜子，袜筒比较长，可以套在裤

腿外面，然后拿布带子再绑扎起来。但蚂蟥太多

了，在前面第一个走的人要好一点，最后走的人，

身上能爬几十条蚂蟥。有时候被蚂蟥吃得没办

法，有人专门用香烟红红的烟头，在蚂蟥吸过的

伤口上烫一烫，烫肿了血就止了。几乎每天都过

的是这种生活，也没有人叫苦。

1958 年，赵其国担任考察队的领导，在西双

版纳等地开展定位观测研究，通过长达 10 年之

久的野外调查、研究，总结了以橡胶为主的热带

作物开发利用与土壤分布及土壤性质的相互关

系，提出了以热量条件、土壤性质为标准的热带

作物利用等级评价方案，为制定热带作物发展规

划与布局提供了科学依据。

受命援建古巴

1963 年，毛主席接见卡斯特

罗后，决定从中国派土壤、渔业、文

化等专家组赴古巴执行国际援助

项目。次年 9 月，中国科学院南京

土壤所组成地理、农化、物理、温室

等专业的援古土壤专家组，由李庆

逵带队到古巴正式开展工作。专家

组的主要任务是在 3~4 年内援助

古巴科学院建立古巴土壤研究

所，并结合开展古巴土壤考察研

究，培养古巴土壤研究人才。整

个工作从 1964 年底 正式开 始，

一直到 1969 年 1 月 才结束，前

后历时 4 年。

过去美国人曾在古巴进行过

土壤研究，但有组织、有系统地全

面开展土壤研究，是从中国专家去

后才开始的。赵其国在古巴先后担

任专家组副组长、组长。他除领导

创建古巴土壤所、培养干部外，还

负责进行古巴土壤性质、土壤地理

及资源利用的深入研究。首次对古

巴土壤地理工作进行系统总结，对

该国土壤资源评价、土壤发生分类

等提出新的概念，最后完成了 1颐25
万古巴土壤图及《古巴土壤》专著，

由古巴科学院正式出版。这两项成

果不仅对古巴的土壤研究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而且在国际土壤学界

产生了影响。

■ 科学导报记者 杨洋

于智勇：农科人的“县域”情怀

20 世纪 70 年代初，周恩来

总理曾亲自部署向“北大荒”要粮

的任务。当时组织了全国有关科技

力量，在黑龙江省进行荒地资源考

察，建立商品粮基地，力争向国家

提供 25 亿公斤粮食。黑龙江省荒

地资源考察任务是中科院南京土

壤所在“文革”后接受的第一项国

家任务，当时任所党委书记的沈现

伦极为重视，紧急抽调下放泗阳的

赵其国回所，由他带队并组织有关

人员成立了土地资源考察队。

黑龙江省过去统称“黑土地”

“北大荒”。赵其国带着所里的 20
多个人，和中科院其他 6 个所来的

人，一共 300 多人，再加上黑龙江

省抽调的农业厅、国土厅、财政厅

的人员，总共有 1200 多人。这些人

分成 4 个小分队，赵其国担任西部

分队的队长。

在黑龙江的野外调查前后持

续 8 年才完成。每年，赵其国他们

在 5 月 1 日当地土壤化冻时过去，

直到 11 月中旬土地上冻了，他们

才能坐火车回南京。每年在黑龙江

要连续工作 7 个月，他们像候鸟一

样夏去冬回，一直连续了 8 年。

几年来，赵其国与科学院和省

里许多人共同投入了这场战斗，最

终选出了 4000 万亩宜农荒地，并指

导当地开垦种植。在军民共同努力

下，用了不到 5 年的时间，开垦荒地

250 万亩，增产粮食 10亿公斤。

半个多世纪以来，赵其国马不停蹄地在祖国
大地上奔走，为我国土壤地理与资源的研究倾尽
心血———首次提出我国热带土壤具有古风化和
现代红壤化两种对立过程，提出红壤分类新指
标；首次系统总结我国红壤资源开发利用途径；
提出以橡胶为主发展热带作物的土壤学依据，为
我国红壤发生分类与资源评价提出了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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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关黄淮海低产田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十

分重视黄淮海平原的区域综合治

理工作，先后对海河、黄河、淮河进

行了大规模的整治。20 世纪 60 年

代将其列为全国十大农业综合试

验区，“六五”和“七五”期间，又将

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纳入国家科

技攻关计划。

在国家号召开发黄淮海平原

时，赵其国亲自领导了国家攻关项

目“黄淮海平原豫北地区中低产田

综合治理开发研究”，依据熊毅等

老一辈科学家积累的治土改土经

验，通过对 8 县近 13 万亩盐碱、风

沙、洼地的治理开发，使这一地区

的粮食产量和人均收入 3 年翻了

一番。

1993 年，黄淮海平原综合治

理与开发项目荣获了国家特等奖，

整个工作告一段落，赵其国才搬回

南京土壤所办公。

黄淮海农业综合开发治理的

战役，推动了整个华北平原农业的

发展，整个黄淮海地区的盐碱土改

良，促进了粮棉油、畜牧业的发展，

为该区域的粮食增产、农业开发作

出了贡献。 杨坚

刚进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在机械航

空系副教授尹杰课题组的最初半年里，漆方杰不

知道该干吗，对课题也没什么想法，成了实验室里

最晚去、最早走的“摸鱼人”。但对科研心存热爱的

他，远赴大洋彼岸一心求学的初心从未改变，于是

他逼迫自己走出这种糟糕的状态，靠夜以继日地

做实验填补内心的迷茫，找到了读博的真正意义。

终于，经过两年的自我淬炼，漆方杰脱胎换

骨，并在近日收获了人生中第一篇美国《国家科

学院院刊》（PNAS）论文。在尹杰的带领下，漆方杰

研发出一种能像轮胎一样滚动、像陀螺一样旋转、

像卫星一样绕轨道运行的新型软体机器人。

用物理智能控制机器人行为
靠人工或计算机控制行为能力的机器人，往

往需要电源、控制系统、传感器等，这使得这类机

器人在性能上会有所受限，无法做得很软。

“我们这款软体机器人由带状液晶弹性体制

成，能像麻花一样扭曲，把两端黏在一起可形成一

个类似手镯的圆环。当它被放置在 55 摄氏度的

物体表面时，就会自主滚动，表面温度越高，机器人

滚动的速度就越快。”论文通讯作者尹杰介绍。

有趣的是，该机器人能产生 3 种运动：第一种是

从里往外翻转；第二种是能沿着自己的圆心自转；第三

种是围着环外的一个点转动，就像行星公转一样。

这项研究的一大亮点是动力来源不同。这款

软体机器人由物理智能控制行为，这意味着它的

行为是由其结构设计和材料决定的，而不是由计

算机或人类干预决定。

“这款软体机器人还可以像蚂蚁一样贴着物

体的边缘走。通过实验发现，无论它被放到正方

形还是三角形的空间里，都能够找到边缘，并沿着

边缘运动，绘制出空间的轮廓。它还可以识别边缘

上的缺口或损坏。”论文第一作者漆方杰说。

“这种功能对于帮助我们导航或绘制未知环境的地图非常

有用。而且由于体软、耐热等特性，它可以替代硬型机器人到高

温环境中执行任务。”漆方杰指出。

曲折的投稿经历
早在两年前，尹杰团队就已经有一篇关于“螺丝粉”（螺旋

状的意大利面）机器人的论文发表在 PNAS。所以这次，他们打

算冲一下《自然》。

然而，最强调创新性的《自然》却让他们“吃了闭门羹”。杂

志编辑认为这次的新型软体机器人与上一个“螺丝粉”机器人

没有太大区别。

虽然使用的材料与“螺丝粉”机器人一样，都由液晶弹性体

制成，但尹杰认为这次成果最大的卖点在于结构设计。

为了更好地介绍这款机器人及其背后的机制原理，他们精

心“打造”出一篇长达 4000 字的文章，抱着再试一试的心态，将

文章转投给《科学》。《科学》编辑认为这项研究的确非常有意

思，但提出了问题：对于为什么叫软体机器人的解释，编辑未能

被说服。

没有被秒拒，也就还有争取的余地，只要按照编辑的问题

细改，发表也许指日可待。

在改文章或改投其他期刊间反复纠结了很多次后，为保险

起见，他们最终还是决定投给 PNAS。“虽然很想再坚持一下，但

做科研最崩溃的就是自己的 idea 被其他课题组抢先发表。而

这项工作已经做了很久，我们怕这个 idea 很快会被其他同行

想到。”尹杰说。

“虽然前两次投稿都失败了，但也有一定好处，根据这两个

杂志的编辑给出的意见，我们对文章做了雕琢，把这款软体机

器人的说明、不同点、创新点讲述得更加明白。这让我们的研究

能更完美地展示出来，文章成了‘螺丝粉’机器人那篇 PNAS 论

文的姊妹篇。”尹杰表示。

“科研让我变得很幸运”
起初，漆方杰认为制造工程读到硕士就可以了，毕业后应该去

企业。但他对科研的喜爱之情日渐浓厚，决定继续读博。他一眼便

相中了尹杰课题组，也成了本科同学里为数不多的读博的人。

“尹老师团队做的软体机器人简直太酷了！这对我们这种

还停留在传统机器人认知层面的人来说，觉得很神奇。”漆方杰

刚进课题组时，正值“螺丝粉”机器人的研发工作进行中。

但他憧憬的科研生活与现实产生了割裂。以往他做的工作

都非常工程化，为了得到一个结果不停地试验和调整，直到得

出最好的结果。漆方杰早已习惯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研究方式，

而尹杰课题组是由现象驱动进行研究。

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产生的冲突，让漆方杰举步维艰。这种

无序内耗的状态持续了半年之久，他意识到必须要做出改变。于

是，漆方杰就像上了发条一样，逼着自己有劲儿就往实验上使。

就这样做着做着，原本条状的机器人，被他设计成了环状，

就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切的现象、原理、机制都发生了翻
蹚天覆地的改变。他也成功 过“低谷期”，走上了正轨。尹杰自

由、开放式的引导，给了漆方杰更高的自由度、更宽广的发挥空

间，因而进步神速。

他不再是提早下班的“摸鱼人”，而是具备独立思考和执行

能力的科研人。就像尹杰常对学生说的那样，“你们不是来给我

干活的，而是给自己干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