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3
2024年9月19日

编校：唐生辉 美编：康平要 闻

“第一次跟李振声老师下试验田时，我负
责开沟，当时年轻力壮，很快就把活干完了。
但李老师说，你这沟开得不直、深浅不一，我
们做育种要细心，每一步都容不得马虎。说
罢，他熟练地给我示范开沟。这是我上的育
种‘第一课’。”9月14日，在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农学院，吉万全教授一边翻看老照片，一边
回忆起他与李振声院士的往事。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李振声被授予
“共和国勋章”。

在杨凌这片土地上，李振声在小麦育种
领域“扎根”31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位农
业科学家的使命担当。

在杨凌做出世界性成果

1956年，25岁的李振声积极响应国家支援
大西北的号召，放弃在北京的工作，来到杨凌这
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故事从这里开始。

初到杨凌，李振声就开始了人生中第一
次在科学上的大胆创新——利用小麦与长穗
偃麦草进行远缘杂交。

20 世纪 50 年代，国内没有人搞远缘杂
交，开展此项工作毫无成功经验可以借鉴。

年轻的李振声认为，人类栽培的普通小
麦，就是原始小麦与野草两次自然杂交，再经
过9000年进化而形成的，因此开展小麦远缘
杂交在理论上可行。

彼时，生产上大面积采用的小麦良种“碧
蚂一号”遇到严重的小麦条锈病大流行，导致
小麦大面积减产。

“如果能把长穗偃麦草的基因转移到小
麦里，那选育出来的小麦不就可以既高产又
稳产吗？”李振声的科研决心愈发坚定。这一
大胆设想让他付出了20年的心血与汗水。

在实验室和试验田里，李振声克服了小
麦远缘杂交的一道又一道难关。

偃麦草的花期比小麦的花期迟两个月，
花期不遇，杂交便无法进行。李振声带领课
题组成员，给育种地栽电杆、拉电灯，采用光
照处理实现花期相遇。

远缘杂交育种耗费时间长达数十年，别
人很难重复。对此，李振声将染色体工程技
术引入小麦育种领域，创建了蓝粒单体小麦
系统、自花结实缺体系统和缺体回交法，仅用
3 年半的时间就育成了新的小黑麦异代换
系，为染色体工程育种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这项原创性成果为李振声赢得了广泛
的国际声誉。美国遗传学会主席西尔斯等
知名专家提议将1986 年的第一届国际植物
染色体工程学术讨论会举办地点定在西安，
为的就是到李振声的试验田里见识一下他
的成果。

李振声作为地方组织委员会主席站在了
世界同行面前，主持了这场学术讨论会。15
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对他的科研成果给予极高
评价——“李振声是一个想象能力、创新能力
很强的科学家。”

“我就是从杨凌走向世界的，在杨凌也可
以做出世界性成果！”2005年，李振声在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作报告时豪情满怀地鼓励广大
师生。

脚踏实地不断探索

李振声对科学执着追求的精神让跟随他
的人记忆犹新。

“当年，李老师和我们在杨凌的官村育种
时，每天要走15里路。一路上，李老师看见
有病虫害的小麦，就停下来给我们讲病虫害
的成因及解决方法。”小麦育种专家、李振声
院士早年课题组成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
究员李璋回忆说。

和李振声共事长达 31 年之久的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研究员陈漱阳回忆：“无论是在试
验田观察研究，还是在办公室翻阅资料、写计
划总结，他（李振声）总是不知道下班，经常是
他的夫人到办公室叫他，才回去吃饭。”

1964年，小麦成熟前连续40天阴雨，随
后天气突然暴晴，一天时间，几乎所有的小麦
都青干了。

李振声课题组筛选的 1000 多份杂交材
料中，只有一份仍保持着金黄颜色，这是一份
十分难得的材料，也就是后来大放异彩的“小
偃6号”的祖父——“小偃55－6”。

李振声带领课题组紧紧抓住这个机遇，经
过两次杂交，育成了一个具有相对持久抗病性、
高产、稳产、优质的小麦新品种——“小偃6号”。

“小偃6号”凭借耐强光和干热风特性，
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作为陕西省小麦骨干
品种，并成为我国推广时间最长的自育小麦
品种，至今仍然有 50 多万亩的种植面积。
1985 年，凭借这一品种，李振声获得国家发
明一等奖。

“小偃6号”作为小麦育种的骨干亲本，
衍生出了50多个小麦品种，其中国审品种10
余个。这些品种累计推广3亿亩以上，增产
小麦超过75亿公斤。这开创了远缘杂交育
种在种植上大面积推广的先例和纪录。

2005年，在博鳌亚洲论坛，李振声用自己
的研究成果告诉全世界，中国人能够养活自己。

有趣的是，李振声选育的小偃系列是从
4号开始命名的，这里面有个故事。当时新
品种选育出来时，正好是赵洪璋院士选育的

“丰产3号”广为推广的时候，为便于农民记

忆，李振声索性给新品种命名为“小偃4号”，
紧接着“小偃5号”“小偃6号”相继育成。

为鼓励课题组成员继续攀登小麦远缘杂
交的科学高峰，李振声将“小偃1号”留给了
后来人。“你们谁要是选育出超千斤的品种，
就叫‘小偃1号’。”李振声说。

“荣誉首先应该归功于集体”

“荣誉首先应该归功于集体，没有集体的
艰苦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荣誉。小偃4、
5、6号小麦新品种是陕西杨陵西北植物所小
麦育种课题组的10位同志共同完成的。”李
振声非常看重团队的协作精神，多次在报告
中强调科研团队协作精神的重要性，也让人
们看到了他虚怀若谷的高尚品行。

赵洪璋是小麦育种领域的老前辈。李振
声到杨凌后，经常向他请教，一起交流经验，
两人成为忘年交。李振声和著名植物病理学
家李振岐的私交也很好，经常向他讨教病虫
害防治方面的问题。在“小偃6号”育成后，
蔡旭、庄巧生、鲍文奎等院士多次到李振声的
试验田参观，李振声总是虚心讨教。

“李振声是一个随和的人，课题组成员总
是亲切称呼他为‘老李’。有一次，我老家的
村民跑到杨凌来选麦种，我请‘老李’帮忙。
他亲自把村民领到生产队，挨个往过看，认真
地回答村民的问题，让村民带着满意的麦种
回家。”李璋回忆说。

李振声是山东淄博人，生活俭朴节约，常
常开玩笑说，工作和生活要像山东人吃大饼
卷葱一样，边吃饼边把葱往下拉，要节约葱。

“小偃 6 号”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
益，省上要给李振声几十万元经费，他一分钱
没要。当时他的课题组只有一辆自行车，单
位离试验基地有7.5公里，大家来回都是步行，
很辛苦。

有人劝他，可以用这笔钱买几辆自行车
改善工作条件。可李振声回答：“我们的成果
是在没这笔钱的时候做出来的，现在的条件
也没那么差，要钱干啥？”

2006年，李振声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他将500万元奖金全部捐给了中国科学

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用于科学研究
和资助学生。

中国用全球 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
20%的人口。获得国内重大科学奖项的李振
声却始终低调：“我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在小麦
育种这个领域起到了一个引导、带头的作用。”

一直关心小麦育种工作

李振声在杨凌共招收了5名硕士研究生，
吉万全是唯一一位留在杨凌开展育种工作的。

“我1985年考取了李老师的研究生。他
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我们在试验基地种地的
时候，老师虽然忙，但总是抽时间和我们一起
开沟、装土，啥活都干。”谈及老师李振声，吉
万全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李振声老师获得‘共和国勋章’，尤其是
在国家强调种业振兴、保障粮食安全的时期获
奖，种业领域的同行们都非常振奋。我们深受
鼓舞，工作起来更加有干劲儿了。”吉万全说。

在李振声的悉心栽培和指导下，吉万全
在杨凌这片土地上继续开展育种工作。30
多年来，他培育小麦优良新品种16个，其中
国审品种8个，累计推广面积4000多万亩。

今年6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审定通
过了135个小麦新品种。其中陕西入选的11
个小麦新品种均为杨凌选育。吉万全教授团
队选育的“西农161”正是其中之一。

“我感受最深的是李老师的创新意识，他
所做的探索性研究，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而
且自成体系。他的研究思路开阔，思维很活
跃，学术思想超前。他的这些思想对我的科
研生涯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吉万全说，
李振声是他科研路上的引路人。

1987年，李振声被调往中国科学院担任
副院长，虽然离开了杨凌，但他一直牵挂着杨
凌的发展和小麦育种工作。

吉万全说：“李老师虽然在北京，但依然
悉心指导我的毕业论文。当时信息传递不发
达，我把论文写在方格纸上，邮寄到北京，老
师会一字一句认真修改，这让我十分感动。”

近些年，吉万全经常在一些种业论坛活
动中和李振声碰面，也常在去北京工作之余
拜访老师。

“每一次见面，老师都很关注杨凌小麦育
种工作进程，会给我一些前沿性的指导，鼓励
我们要把品种培育好，要为国家粮食安全服
务。”吉万全告诉记者，他接过了接力棒，让老
师的科研和教育理念继续开枝散叶。

在开展育种工作的同时，吉万全先后培
养博士研究生20余名、硕士研究生50余名，
为我国“三农”工作培养了一大批下得去、留
得住、干得好的知农爱农新型人才。

“李老师常说，科研要结合生产实际。我
会让我指导的博士生选择服务于粮食生产的
选题。”吉万全告诉记者，目前他指导的博士
研究生正在进行“西农511”小麦品种抗赤霉
病、耐盐碱以及氮高效机理的相关研究。

“西农511”，这个采用远缘杂交与染色体
工程育种技术相结合选育而成的品种，正是
李振声院士科研工作的延续。一代代农业科
学家扎根大西北，坚持为一粒种子发光发热。

从 杨 凌 走 向 世 界
——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振声

陕西日报记者 王晨曦 通讯员 张晴 杨凌融媒体中心记者 魏争亮

牛乃喜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李振声被授
予“共和国勋章”。作为我国小麦远缘杂交
育种奠基人和农业发展战略专家，李振声组
织实施农业科技“黄淮海战役”，提出并推
动“渤海粮仓”项目建设，为促进我国粮食
增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在70余年
的教学、科研生涯中，李振声自觉践行科学
家精神，始终执着和忘我地工作，把“回报

国家”作为奋斗目标。他生活俭朴节约、待
人谦虚真诚，带领团队不断增强团结协作意
识，让同事及学生记住并学会了“荣誉首先
归功于集体”。正是由于践行科学家精神，
李振声和团队为“让中国人吃饱饭、吃好
饭”而埋头苦干、不懈努力。

端稳端牢“中国饭碗”，最大潜力在科
技，根本出路在科技。藏粮于技，确保粮食丰
产丰收，离不开农业科学家的科技创新。在科

学家精神的鼓舞下，他们既仰望星空追求真
理，又脚踏实地探索世界，矢志农业科技攻
关，不断提高农业技术。一保我国粮食稳产增
产，筑牢大国粮仓；二保“把当家品种牢牢攥
在自己手里”，打好粮食安全之基。种子是农业
的“芯片”，农业安全缺少种源的自主可控，就
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李振声和团队经过
20多年攻关，育成了“小偃”系列高产、抗
病、优质新品种，并迅速推广，开创了小麦远

缘杂交品种推广３亿亩以上的纪录，用实际行
动捍卫国家粮食安全、助力粮食增产，诠释了
农业科学家的使命担当。

袁隆平院士曾说：“人就像一粒种子，
要做一粒好的种子，身体、精神、情感都要
健康。”种子蕴含着生生不息的力量。这种
力量，在无数热爱生活、坚守事业的奋斗者
中传承，让他们不怕风吹雨打，日夜兼程。
（本版稿件原载2024年9月17日《陕西日报》）

做 科 学 家 精 神 的 忠 实 践 行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