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历史一再证明，没有“绿水青山”，再多
的“金山银山”都会付诸东流。

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意在长远。
他将“山水林田湖草沙冰”视作生命共同
体，强调“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
生态文明建设”。

日前，一篇“外国人来黄土高原学习
咋变绿”的博文，让很多外国人惊叹：现
在的黄土高原跟课本上不一样了！不少
人还在评论区接力晒出黄土高原的各种

“美照”。
“我很能理解大家看到真实情况时的

惊讶。”该文作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
土保持科学与工程学院副研究员胡亚鲜如
是说。

黄河岸边的“生态课”

“同学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开设
‘九曲黄河’生态文明教育课程？”近日，
在陕西省延川县黄河岸边，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校长吴普特为来自 8 个学院的 104 名
学生现场讲授生态文明课程。

“我觉得是让我们看看黄河生态环
境，去学习如何建设美丽中国。”

“只有看到实景，才能更加深刻认识
如何高效利用我们的生态环境、如何科学
造福人民，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我们的学
科使命担当。”

……
同学们争先恐后地畅谈自己对开设这

门课的认识。
“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

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
持续繁荣。”吴普特认为，生态文明教育
意义重大。从2021年开始，学校依托安塞
水土保持综合试验站，以线上与线下两种
形式开设“九曲黄河”生态文明教育综合
实践课，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深深扎根学子心中。

“开设这门课，就是要让同学们在亲
身观察、体验中理解生态文明的内涵，
思考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吴普特表示，
今后学校将持续加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培
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西农应有
的贡献。

“九曲黄河生态文明教育是集全校之
力和整合优质教学资源的结果，目前已打
造了较为成熟的课程体系。”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戴武表示，来自林
学、资环、水保、动科、人文、经管、马
院、园艺等学院的教学团队以及知名校
友，围绕黄河流域地质地貌、黄河流域资
源开发利用、黄河流域水土治理与生态修
复、黄河历史文化、黄河流域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
等内容进行生态文明教育。

秦岭深处践文明

20世纪50年代，西农在秦岭南坡陕西
省宁陕县境内的火地塘建设教学试验林
场，作为重要的教学科研基地。

多年来，西农丰富的农林科技课程和
实践教学基地，为学生提供了深入了解黄
河流域生态问题的机会。从2008年起，每
年组织1500多名涉农专业本科生，在火地
塘开展为期1个月的生物学综合实习，并
延续至今。

2023年，中央主题教育第58指导组在
火地塘实地调研后认为，西农开展了一系
列富有西农特色的积极探索，效果明显，
能让学生在接触自然、观察自然、了解自
然、认识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体验
中，在克服遇到的各种困难的奋斗中接受
教育、锻炼本领、提升综合素质，希望学
校努力将生态文明教育打造成综合教育的
典范、智慧教育的样板。

2012 年起，依靠秦岭丰富的教学资
源，西农充分发挥学校独特的学科资源和

“南枕秦岭、北望黄河”的区位优势，提
出“南秦岭、北黄河”生态文明教育构
想，每年组织 100 名左右非农科专业学
生，开展“大美秦岭”生态文明教育。

“参加秦岭生态文明教育实践课程学
习，让我对中华民族的祖脉有了更直观的

认识，也使我深刻感受到生态文明建设其
实就在我们身边。”农学类2206班毛泓媚
同学说，他们一举手、一投足，都可以为
生态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让“生态文明思想”生根发芽

事实上，除了视觉上的由“黄”变
“绿”。近些年来，黄土高原发生了许多可
以感知的变化。

除了黄河岸边，西农学子的课堂还
在黄帝陵、洛川黄土国家地质公园、安
塞水土保持综合试验站科研基地、安塞
南沟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园、安塞文化文
物馆进行。

“入黄泥沙显著降低，黄河水正在变
清；黄土高原农民通过种植苹果等经济作
物，生活质量明显改善。黄土高原的生态
环境正在逐步改善……”

“黄土高原、黄河与我印象中的模样
差异很大。”食品学院2023级食品营养与
健康专业学生何星熹说真切感受到了学校
在治理黄河中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陕北变化大，国家在黄土高原治理
上投入大，学校贡献大。”生命学院2023
级生物拔尖基地班学生冯梁骁感觉“很震
撼”。他说提高作物优良基因鉴定筛选及
科技成果示范推广本领，能在黄河流域繁
荣发展上有大作为。

林学院学生吴晓敏表示，“通过所
见、所听，为黄土高原山变绿、水变清、
人变富感到由衷高兴。历史的接力棒已落
到我们这一代青年学子手中，自己将努力
提升综合素质，积极发挥学科、专业优
势，为国家生态文明和高质量发展作出应
有贡献。”

“我们希望通过生态文明教育把‘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扎根于学子心
中，培养知农爱农、强农兴农、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吴普特说。

西农大：为碧水青山披“绿装”
记者 李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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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建校90周年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保障
粮食安全的源头和基础，是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重要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
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
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如何拿出
攻破“卡脖子”技术的干劲，为中国饭碗
筑牢“中国芯”贡献杨凌力量？日前，记
者深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挖掘一粒粒优
质种子研发培育背后的不凡历程。

尽管已81岁高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教授、小麦育种专家王辉仍然坚持工作在
一线，定期和团队成员一起研讨小麦育种
问题。“今年‘西农962’的品质特别好，
籽粒很漂亮。”在西农大北校区的一间办
公室里，王辉正和团队成员对今年夏收小
麦样品进行观察记录。

王辉师从我国一代小麦育种大师赵洪
璋院士。早在上世纪50年代，由赵洪璋选
育的“碧蚂1号”，创造了当时我国乃至世
界上一个小麦品种年种植面积的最高纪
录，也将小麦亩产量从最初的90公斤提升
到了300公斤。“当时的条件比较差，但是
对综合要求非常严格，因此育成的品种一

般都是大品种。”王辉说。
在赵洪璋的指导下，几十年来，王辉

不断破解小麦的“生长密码”，也不断培
育更新着我国优质、高产小麦新品种。王
辉团队在赵洪璋的育种基础上，培育了

“西农979”“伟隆169”两个品种，再一次
将小麦产量提高到了500公斤。

王辉表示：“我们这个团队继承了赵
老师的育种经验，赵老师经常教导我们，
做育种要将目标定在五年以后，要有长远
规划。”

从两亩试验地到亿万亩生产田，从意
气风发的青年到白发苍苍的老人，作为老
一辈的育种家，王辉教授从事育种事业近
60载，如今他已培育了24个小麦新品种。

“其中8个小麦新品种通过国审，累计推广
面积超过3亿亩，新增直接经济效益超过
200亿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王
辉团队成员冯毅说。

与传统育种方式不同，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农学院90后青年教授李停栋则利用基
因编辑技术为小麦育种开启“加速度”。

前不久，他带领学生对小麦材料进行

基因分子的筛选和鉴定。“基因编辑就像
是一把剪刀，对作物的特定片段进行剪接
和修饰，这样能够更加精准定向去改良作
物中一些基因位点。”李停栋说。

李停栋利用植物基因组编辑技术开发
了一套病毒介导的小麦基因组编辑组分递
送新系统，为小麦基因功能和育种研究提
供了新的技术支撑，从而加速培育出具备
高产、优质、抗病等优异的小麦品种。

振兴民族种业，端牢中国人自己的饭
碗。在李停栋看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
力，改变过去那种依赖高投入获
得高产出的传统育种方式，需要
更多依靠科技赋能。

麦香飘过岁月，从“传统育
种”到“分子育种”，从老一辈
育种家到新一代青年育种人，在
一代代人的努力下，优质小麦品
种越来越多，发展种业的接力棒
也从赵洪璋、王辉这样育种家传
递到李停栋这一辈年轻人手里。

多年来，以“西农”系列为
代表的小麦重大品种创新与应

用，主导了黄淮麦区小麦品种6次更新换
代中的4次，累计推广20多亿亩，增产超
500亿公斤。截至2023年底，杨凌在黄淮
麦区已建立3个试验示范站和22个新品种
示范园，累计推广46个优质高产、多抗、
广适小麦新优品种，推广面积超过2亿亩。

今年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立 90 周
年，杨凌示范区将坚持区校融合、协同创
新、共担使命，作为我国旱区种业创新的
排头兵和引领者，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
献科技力量。

一 粒 小 麦 的“ 进 化 路 ”
记者 米蓓 仵佳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