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姻2024年5月 31日 星期五

姻责编：赵彩娥

姻投稿：kxdbnews@163.com物

方智远
姻 资料图

K 科技英才
kejiyingcai

方智远常说，“看一个育种专家的成绩，不能只看

他发多少文章，主要看市场上生产中有多少是他们育

成的品种。”

方智远十分重视把科研成果尽快应用到生产中，

打通新品种转化“最后一公里”。他在全国各地设立

了上百个示范基地和销售网点，并长期扎根一线，与

许多基层人员和农民、农场工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经过努力，他带领团队将 30 多个甘蓝品种推

广到全国各地，高峰时期播种面积占比 60%以上，

累计推广超 1.5 亿亩。

方智远带领团队在河南济源、内蒙古乌兰察

布、湖南衡阳成立院士工作站。在济源贫困山区

建立规模化繁种基地，进一步发展成为全球最大

的十字花科蔬菜繁种基地；在乌兰察布、衡阳示

范推广甘蓝等蔬菜新品种，带动了当地农民的脱

贫致富。

“人误田一时，田误人一年。咱们做育种的，要多

把时间放在地里，时刻把百姓装在心里。”从小成长于

农村的方智远，总会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多年来，先

生带领团队植根一线，以蔬菜产业为抓手，与基层人

员拧成一股绳，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事业作出巨大

贡献。

方智远特别重视中青年科技人员的培养工作。

“要把他们扶起来，给他们担责任，放手让他们干。团

队既有合作，又有分工，才能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在

他的带领下，中青年科技人员团结一心、共同奋斗，团

队 50 余年长盛不衰。

方智远对待研究生培养同样一丝不苟，他的研

究生个个都感到很幸运有干头，因为方先生总是能

将自己几十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无私地传授给他

们，而对研究生选题和设计、论文撰写他都严格把

关、精益求精。

为了鼓励和表彰那些在蔬菜花卉领域有所贡献

的人，方智远把 1995 年何梁何利科学与进步奖的 10
万港元捐出作为奖励基金；他在多所大学设立方智远

奖学金，帮扶学生完成学业、鼓励他们树立远大志向。

他还把 2014 年获评“中国种业十大功勋人物”的 100
万元奖金捐出用于改善研究所科研条件。

方智远甘做致力提携后学的“铺路石”和领路人，

用战略视野和高尚人格将农科精神的火种传递下去，

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农业科学家和青年才俊，堪

称为人师表的典范。 宋雅娟

K 弘扬科学家精神
hongyangkexuejiajingshen

甘为人梯，农科精神薪火相传

白手起家，为“洋白菜”
装上“中国芯”

扎根一线，三农情怀厚植于心

从事蔬菜遗传育种和研究近 60 年，方智远先后培育
了五代甘蓝新品种，结束了我国甘蓝品种长期主要依靠国
外进口的被动局面，有力支撑了蔬菜科技的自立自强和种
子的国产化。

方智远常说，看一个育种专家的成绩，不能只看他发多
少文章，主要看市场上生产中有多少是他们育成的品种。

他和研究团队，研究建立起甘蓝自交不亲和系、雄性
不育系育种技术体系，创新出几十个甘蓝优异种质和 10
余个骨干自交系。先后育成 30 余个不同类型的甘蓝新品
种在全国各地推广，累计推广 1 亿亩以上。他说：“解决老
百姓的吃菜问题，还得靠我们自己的品种。”

一个人 32 年专注做一件事，会取得怎样

的成就？晋能控股轩岗煤电公司机修厂铆焊

车间主任田崇科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答案。

32 年来，田崇科秉持“精心、精工、精品”

理念，从最初的铆焊工，成长为如今的专业技

术大拿，实现了从学技术到干技术再到管技

术的转变，先后获得忻州市技能标兵、集团公

司“先进工作者”、集团公司“劳动模范”等多

项荣誉。工作中的各种疑难问题一经他手，都

被“料理”得服服帖帖……

敢“吃螃蟹”

“崇科，铆焊工就是手中有团火，四季炙

热无法躲，想干这份工作，你可要想好了。”

“师傅，我不怕吃苦，就喜欢铆焊这份工作。”

1992 年 9 月的一天，田崇科分配到了轩岗煤

电公司机修厂铆焊车间。看着这位细皮嫩肉，

一脸书生气的小伙子，铆焊车间的老师傅语

重心长地对他说。

的确，铆焊工作不是一份轻松活儿，通常

要在密闭的空间里手持焊枪，保持一个姿势

蹲在地上，往往一蹲就是好几个小时，焊接完

起身时，酸麻的感觉会迅速从脚趾尖蔓延到

大腿。焊点温度高时，稍不注意眼睛还会被灼

伤。但田崇科不怕，他认定这份工作了。

初入行时，师傅讲的道理田崇科都能听

懂，可实际操作起来，电流大了焊条熔化的速

度快，电流小了，焊枪总是容易粘焊条，又难

以起弧成型，而且最大的困难是手抖，难以控

制焊点。

平焊、横焊、立焊，田崇科在一块钢板上

反复练习焊功。1 天、2 天、3 天……对比每天

电焊过的地方，他惊喜地发现，焊缝从不规则

形状，终于形成标准规范的焊缝，内心悄然升

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自信心。

“不错，你可以上手焊接了，记住：铆焊工

的每一寸焊口都关系着矿山的安全。焊口质

量绝对要过硬、要经得起时间与环境的考

验。”他将师傅的话记在心中，并告诉自己，一

定要做最好的铆焊工。从此，他的床头多了一

摞摞理论性书籍，晚上读书、看图纸、琢磨操

作技术，白天如饥似渴地实践，电焊技术一天

天炉火纯青。

实际工作中，他发现在大批量生产同一

个型号的零部件时，各个工件的尺寸误差较

大。他暗下决心，要做一部分模具，依照这个

标准件统一各个零部件的尺寸与规格。

2002 年，企业重组后，生产科提供了一

张刮板输送机图纸，铆焊车间的十几人面面

相觑，谁也不敢尝试。没有参照物、没有资

料、没有依据，甚至没有头绪的情况下，做一

个能够让 120 多节溜槽尺寸统一的模具谈

何容易？

别人没有做过的，田崇科却着手做了！反

反复复地比画、量尺寸、水平点槽、焊接……

一次没做成，第二次做、第三次重新做，尺寸

更精细、点焊更细致，在众人的疑惑、惊叹声

中，他成功做好了机修厂的第一个溜子胎具。

之后，不同型号的溜子模具、支架模具在他的

手中都能够完美呈现……

丰富的知识储备和自身的不懈努力，成

就了田崇科敢于吃“螃蟹”的实力和勇气。

屡破难题

2008 年以来，为了检验自己的技术水

平，他每年都要参加机修厂和公司举办的技

术比武，每年都会荣获第一名或者“技术标

兵”称号。

“没有技术就没有方向，不学习迟早是会

被淘汰。”田崇科告诫自己，一定要在工艺上

精益求精。2009 年，厂里上手综采支架制造项

目，派田崇科和另外两名同事外出学习。学习

期间，田崇科的笔记本和钢笔从不离手，他详

细记录了液压支架的特点、工作原理、结构

等。学习归来时，他的背包里塞着满满的图纸

和笔记，一回厂便拿着这些资料在车间测量、

研究，遇到困惑时再去找机修厂工程师研究

讨论。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多月后，3 架

ZF3100 型支架和 2 架 ZF4500 型支架终于试

制成功，并通过专家验收，取得国家生产认可

许可证，公司的业务也日益火爆。

田崇科逐渐变得“小有名气”，一些有难

度的活儿自然而然落在了他的肩上。“老田，

这批综采支架需要紧急修复，无论如何你也

要带领大家克服这道难关。”机修厂厂长对田

崇科说道。“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田崇科

目光坚定地回答。

说干就干，田崇科和厂里的技术骨干开

过碰头会后，查阅资料，打电话咨询厂家，总

结经验，经过反复讨论、实验，终于成功制成

一台液压矫正设备，这台设备节时、降本，为

抢修赢得了时间。

“这些设备就像我自己从小看着长大的

孩子，孩子生病了我心里肯定着急，只要能

处理好这些设备的毛病，苦点累点我也愿

意。”每每谈起旧事，田崇科总是轻描淡写一

笔带过。

2012 年，ZF3100/16/26 放顶煤液压支架

后拉溜框架修复胎具的制作被集团公司授予

“技术革新奖”；2018 年，尾梁板修复设备被山

西省总工会、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科协评

为全省“五小”竞赛优秀成果三等奖，同年，山

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为田崇科荣记个人二等

功一次……

一张张荣誉证书如同一道道焊花，映照

着田崇科一路走来的足迹。

初心未改

从 1992 年参加工作至今，跨时 32 年，为

什么机修厂只选择田崇科做铆焊车间的主

任？

谈起田崇科，机修厂各个车间的人都会

竖起大拇指。“对他来说，公家的事永远都是

硬指标，自家的事情，怎么都可以让。”

“这些年，主任的心思全在车间，家中 80
多岁的老父亲和大小事宜都是他媳妇一人张

罗……”铆焊车间的工人们都看在眼里，佩服

在心里。

2023 年 7 月下旬，机修厂接到需要改进

5800 前探梁护帮板的项目，生产部前期绘好

图纸后，田崇科根据图纸的尺寸，制定焊接工

艺。期间，田崇科多次提出合理化措施，对实

物的角度反复进行修改，最终圆满完成改进

工作。

有人问田崇科，一份工作干了 32 年，你

不觉得枯燥吗？田崇科笑着回答：“每天都在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心中始终都会充实快

乐，怎么会感觉枯燥呢。”

去过铆焊车间的人都会对田崇科的办公

方式感到惊讶：

走进铆焊车间大门，右边靠墙那个最大

的桌子就是田崇科的办公桌，偌大的桌子下

面，压的全是各种各样的加工图纸，每张图纸

上都留存着翻看了很多遍的痕迹。

最近，他的桌上摆放着 4 个锃亮的配件

和一个金黄色的放大镜。“这是安全生产部贾

程伟研发的刮板输送机中底板间距定位器，

这个研发项目已经接近尾声，现在我们正在

精加工，加工好了就可以进行测试。”田崇科

眼里满是希望，他粗糙的双手来回抚摸着桌

子上的那 4 个“宝贝”。

唯有爱上工作，才能体会到工作的乐趣。

记者发稿时，轩岗煤电机修厂传来好消息，安

全生产部研发的刮板输送机顺利通过了矿用

产品安全标志监督评审，作为幕后工作者的

田崇科感到非常自豪。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田崇

科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地奉献着青春，

用行动诠释和践行着新时代工匠精神。他没

有懈怠，更没有怨言，把每一日辛苦工作看作

不断挑战自我，把每一次难题的破解当成学

习的过程，不怕苦、不怕累，勤奋着、奉献着。

他相信以专注的心，努力将一件事做到极致，

必定会结出甜美的果实。

田崇科 姻 受访者供图

■ 科学导报记者 魏世杰 通讯员 郑雪芹

田崇科：做响当当的钢铁“焊将”

1964 年方智远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蔬

菜研究所工作。当时我国蔬菜遗传育种研究还很落后，许

多蔬菜优良品种完全依赖进口，外商常常刁难，肆意抬高

种子价格，降低种子质量。

1967 年，两广地区种植的上百万亩甘蓝因种子质量问

题大面积不结球，看到农民的惨重损失，方智远暗自下定

决心“一定要搞出我国自己的甘蓝品种，不再受制于人！”

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方智远带领团队从零开始搞甘

蓝育种。为此广泛搜集、鉴定育种资源，一朵花一朵花授

粉，一棵苗一棵苗筛选，终于在 1973 年突破自交不亲和育

种技术，育成我国第一个甘蓝杂交种“京丰一号”，结束了

我国甘蓝良种完全依靠国外进口的被动局面，为洋白菜种

子装上了“中国芯”。

方智远常说，“生产和市场需求就是我们育种的方向，

一定要从生产实践中不断找问题、明方向。”他在 50 多年

的研究中一直在实践着。20 世纪 80 年代，选育出国内首批

抗病毒病、耐抽薹的“中甘 11 号”等品种。90 年代，以抗逆、

高品质甘蓝为目标，育成了不易未熟抽薹且叶质脆嫩的新

品种“中甘 8398”和“中甘 15 号”。

他特别重视新技术在育种中的应用。进入 21 世纪，他

带领团队将分子育种和生物技术与雄性不育育种相结合，

在国际上首次建立起甘蓝显性核基因雄性不育育种技术

体系，培育出“中甘 21”等甘蓝新品种，完成了甘蓝育种技

术由自交不亲和到雄性不育的重大变革。

近年来，针对重大病害枯萎病，培育出高抗且优质的

“中甘 628”等新品种。“中甘”系列品种获国家技术发明一

等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有力支撑了蔬菜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

在晋江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诞生了一个又一个

传奇故事。其中，七匹狼技术研发中心负责人胡牛崽以其

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卓越的技术能力，在纺织行业里书写

了一段从普通工人到纺织大工匠的奋斗史。

30 多年前，年仅 18 岁的胡牛崽，带着一台缝纫机和

一床棉被，踏上了晋江这片土地。他在金井镇的一家小服

装作坊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每天，他埋头于缝纫机

前，勤奋工作，一天甚至能连续工作长达 18 个小时。正是

凭借这份执着和毅力，他在短时间内脱颖而出，成为工厂

里的技术骨干。

1997 年，胡牛崽凭借精湛的技术，进入七匹狼公司。

在这里，他进一步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很快就从样衣师傅

晋升为技术指导。胡牛崽回忆道：“那时我一天可以做 12
件夹克，而别人只能完成六七件。”这不仅得益于他娴熟

的技术，更是因为他对于服装制作的每一个环节都深思

熟虑，并不断钻研、优化工艺。

随着技术的不断提升，胡牛崽开始涉足管理领域。

2004 年，他开始深入研究人体结构和时尚动态，不仅提升

了自己的技术水平，还为公司带来了更多的创新思路。3
年后，他成为公司的总技术员，随后更是转入管理岗位，

成为公司高管。

“晋江是我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我早已是晋江人

了。”在胡牛崽看来，晋江不仅是他奋斗的地方，更是他的

第二故乡。他多次代表公司、代表晋江参加国赛、省赛和

行业赛并屡获殊荣。他荣获“中国纺织大工匠”、全国纺织

行业技术能手、全国十佳制版师、福建省技术能手等多项

荣誉称号，被评为晋江市优秀人才和“荣誉市民”。

然而，胡牛崽并没有满足于个人的成就。他深知，一

个行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因此，他在七匹狼制造

技能管理学院承担起了人才培养的重任，先后为公司培

养了近千名技术人才，其中包括 4 名高级技师、35 名技师

和 860 多名通过技能等级认定的服装技工。

胡牛崽的逆袭故事，不仅是个人的奋斗史，更是晋江

服装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他见证了服装行业从原始工

艺到工业化、数字化生产模式的转变，也用自己的双手和

智慧，为行业的进步贡献了力量。如今，他依然坚守在纺

织一线，用他的工匠精神和技艺，继续书写着属于他的传

奇故事。 付健

胡牛崽：
从缝纫工到纺织大工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