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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院士”奔走田间地头

金秋时节，汽车沿着龙岩市新罗区雁石
镇厦中村营盘路一路行进，目之所及皆是成
片的沃野田畴，水稻植株挺立，微风掀起金
色的稻浪，偶有蜻蜓轻盈穿行稻间，一派生
机盎然的田间风光。

田畴之上，“多种粮，种好粮，饭碗装，福
香占”的标语亮出了这片水稻的“名片”。这
是一片总面积达 3000 亩的优质水稻新品种

“福香占”绿色栽培技术集成百亩示范片（以
下简称“厦中村‘福香占’示范片”）。

上月，厦中村“福香占”示范片迎来了今
年“福香占”再生稻头季产量验收，平均干谷
亩产量达531.83公斤。“福香占”不仅长得多，
而且长得快。作为再生稻，“福香占”可以在10
月底收割第二季，60天左右收一季，其间省去
了犁田、耙田、插秧等环节，生产效率高。

长得快，更要长得好。粮食种植是靠天
吃饭的产业，“福香占”强大的抗自然灾害能
力为粮食增产稳产再添一道屏障。今年 7
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雁石镇坂尾村一
片“福香占”被洪水侵袭淹没植株。就在农户
以为今年丰收无望时，被沙石淤泥覆盖的倒
伏植株却重新站起。惊讶欣喜于“福香占”旺
盛的生命力，雁石镇党委书记林广江笑称它
为“稻坚强”。

此外，与一般稻米久置易陈化不同，“福
香占”还具有耐储存的优势。即使在不采取
任何物理保存措施的情况下，“福香占”也可
以放置 2~3年且口感不发生明显变化。

下月，“福香占”稻米即将迎来今年第二
季收割，村民在享受丰收喜悦的同时都深
知，每一粒“福香占”稻米都记录着谢华安院
士不辞辛劳的奔走。

为“福香占”水稻如期迎来丰收而欣喜，
为水稻被洪水淹没而夜不能寐……对于“福
香占”尤其是自己家乡种植的“福香占”，谢
华安念兹在兹。厦中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
袁涛涛回忆说，谢华安院士至少每个月都会
来一趟厦中村，查看水稻的生长情况，为农
户提供生产技术指导。“福香占”长势如何、
土壤和植株需要补充哪些营养元素、时下应
该喷洒哪些防治病虫害药物、施用化肥有哪
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在对“福香占”进行

观测时，他总是事无巨细，为农户提供最切
实可靠的指导。

作为我国农业方面的顶级专家之一，谢
华安为厦中村带来的不仅仅是优质的稻米
种子和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指导，还有绿色
可持续的农业发展理念。

众所周知，耕地的地力并非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土壤复种指数高，长期轮番种植同
一种作物、不合理的施肥用药等行为都易导
致土壤出现沙化、板结、酸化等问题。

耕地“红线”是粮食安全的“底线”。在种
好粮食、保障粮食产量的同时，谢华安也牵
挂着耕地地力保护。林广江说，谢华安最担
心的并非“福香占”水稻的产量问题，而是土
地地力下降问题，谢华安曾对林广江表示，
我们这一代人不能破坏子孙后代的耕地，不
要一味盲目追求高产量。

“这些话我是第一次从专家口中听到，
原先我们都认为‘亩产量才是真理’。”林
广江说，今年 7 月参加雁石镇益坑村的座
谈时，谢华安还表示要留下干净土，惠及子
孙根。在谢华安院士的影响下，科学用地的
理念逐渐在雁石镇生根发芽。因地制宜选
用水稻品种、整治耕地非粮化、为使用绿色
生产技术的农户提供补贴、实行烟稻水旱
轮作，保收益和保地力两手都抓……雁石
镇在贯彻落实耕地保护工作的道路上越走
越实。

农业种植，不可纸上谈兵，实践方得真
知。无论是对“福香占”水稻生长情况的了如
指掌，还是对耕地保护工作的远见卓识，都与
谢华安在田间地头的必躬必亲密切相关。即
使年逾80，谢华安依旧常年奔走于田埂之中。

“很爱跑”，林广江这样形容谢华安。有
一次为了观察“福香占”，谢华安上午在武汉
大学讲课，当晚就马不停蹄乘坐高铁到达龙
岩。“老爷子身体硬朗，我在地里都走得摇摇
晃晃，他却在田埂上健步如飞。”林广江说。

好粮自然要多种，怎样让农户愿意种
粮，让“福香占”真正在田里生根发芽？厦中
村已经探索出了一条新“稻”路——厦中村
供销农场（以下简称“供销农场”）。2022 年，
新罗区供销社、厦中村党支部、厦兴源水稻
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建了由村集体、农户、专
业合作社三方参与的供销农场。

袁涛涛介绍，供销农场建立后，不仅村里

撂荒的土地重新披上了“稻衣”，还带动了周
边地区的就业。一方面，农户获得了在家门口
实现就业的机会，另一方面，供销农场的经营
模式既“开源”又“节流”，增加收入的同时降
低生产成本，农民增收致富更有奔头，村集体
收入也水涨船高。除此以外，供销农场集中连
片的规模化种植也获得了诸多政策层面的支
持，农田机耕道、灌溉等硬件设施得以修缮。

助力乡村振兴成效显著

截至目前，新罗区共走出 4 位中国科学
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占龙岩全市 12 位的三
分之一。近年来，新罗区全方位实践“人才强
区”“科技兴区”行动，通过拓宽产学研合作
通道，抢抓新兴产业发展机遇，将院士智慧
转化为产业实绩，开展“院士进乡村”系列活
动，打造农业示范基地，借院士力量助力乡
村振兴成效显著。

而实际上，推广种植“福香占”只是当地
以院士力量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新罗
的目标不止于此。

守护粮食安全，良种虽是核心关键，但
不是唯一关键。除了出台政策推广“福香
占”，雁石镇还紧抓山水林田湖草农地整治、
高标准农田建设、水环境整治等配套设施建
设和生态系统整治工作，持续改善农业生产
条件。

针对厦中村“福香占”示范片未来的发
展，当地已着手谋划打造集农业生产和休闲
观光为一体的现代基地，带动休闲旅游和研
学等产业发展。

围绕谢华安院士和“福香占”，新罗区还
提出了“十个一”，即以一粒“福香占”发展出

“十位一体”的产业链条，因地制宜走出一条
特色农业发展道路。这“十个一”分别是：“一
粒种子”——“福香占”，“一个品牌”——龙
岩福香米，“一个团队”——以谢华安院士为
代 表 的 水 稻 研 究 科 特 派 团 队 ，“ 一 套 政
策”——《三进三增粮食生产扶持政策》和

《福香占大米扶持政策》，“一个基地”——雁
石供销农场、适中供销农场、黄斜谢华安院
士水稻基地连片形成万亩良田，“一场研
学”——“蓝田论稻”研学，“一个协会”——
龙 岩 市 新 罗 区 水 稻 产 业 协 会 ，“ 一 个 国
企”——龙盛市场集团，“一个平台”——龙
岩市新罗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一个机
制”——“三三”制分配机制。

以品牌助力乡村振兴是新罗区未来要
下好的一盘棋。当地力求将“十个一”中“一
个品牌”——“龙岩福香米”打造成区域公
共品牌，“龙岩福香米”不仅要装新罗产的

“福香占”，还要将龙岩各地产出的优质“福
香占”大米送至消费者的餐桌。现下，龙岩
有 了 自 己 的“ 院 士 大 米 ”，福 建 多 了 一 个

“福”字号品牌。

为企业插上创新的翅膀

除了乡村振兴，加快革命老区产业转型
发展，也需现代化的工业产业体系输送澎湃
动能。在新罗区，院士力量也成为推动当地
工业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的不竭动力。

9月 28 日，在新罗区东宝路的福建侨龙

应急装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现场机器轰
鸣、焊花闪烁，一台台应急供排水抢险装备
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调试。一旁，技术人员
正在现场演示侨龙新开发的产品——“龙吸
水”系列垂直子母式远程供排水抢险车。作
为国内较早研制液压驱动应急排水抢险装
备的高新技术企业，其研发的“龙吸水”排水
应急救援抢险装备，远销国内外，侨龙公司
在排涝救援方面占领一席之地。

2019 年 3 月，福建侨龙与南京水利科
学研究院张建云院士专家团队签订了院士
专家工作站建站协议，当年 6 月 18 日工作
站正式授牌成立，团队人员 12 人。借助院士
专家团队的科研力量，福建侨龙切实解决
关键技术难题和行业发展共性技术问题，
培养了一批创新人才，着力于应急产业提
质增效关键技术的研究及产业化推广，特
别是在消防救援、地震救援等新领域上自
主创新，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智
力支持和技术保障。

在加强研发团队建设的同时，侨龙在产
学研方面加强交流，先后与中国科学院、上
海消防研究所、上海交大等多所科研院校在
水泵研发、结构优化、数字模拟仿真等多个
领域展开深度合作。目前，公司已拥有 266
项国家专利技术，产品核心专利“大流量排
水抢险车”“一种移动泵站”分别获第十七
届、第二十届中国专利优秀奖，“移动式应急
抢险泵站技术”连续 8 年列入水利部先进实
用技术重点推广指导目录，并成为《排水抢
险车》行业标准起草单位。

今年，新罗区出台新政，新建或续签院
士专家工作站的企业可以获得 25 万元补
助。不少工业企业乘着政策的东风，建立院
士专家工作站。目前，新罗区已建立 5 个院
士专家工作站。

为充分利用好院士力量，新罗区实行
“企业用才、政府买单”模式，鼓励企业以特
聘专家、技术顾问、“周末工程师”等方式，柔
性引进院士来新罗短期工作、兼职或开展智
力服务，并给予企业补助。

早在 2017 年，福建宏贯路桥防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就引入中国工程院侯保荣院
士、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李言涛等一批国
内防腐领域顶尖专家，挂牌成立院士专家工
作站，并在 2021 年续签院士专家工作站。近
年来，企业又相继引入了一批年青博士，引
入人才占企业科研人员的 26.6%。

院士专家团队的加入为企业插上创新
的翅膀，包括福建侨龙应急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的“多泵协同作业供排水装备的技术研
究”开发项目、福建宏贯路桥防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桥梁转体球铰及支撑钢结构的
防腐技术”项目等在内的多个科研攻关项目
取得阶段性突破。

有了院士力量加持，新罗企业在解决关
键技术难题，推动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的道
路上蹄疾步稳。截至目前，该区共培育 25 家
福建省创新型中小企业、31 家省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11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均居龙岩市第一。其中，福建侨龙
应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宏贯路桥防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4 家企业列入国家第
一批重点“小巨人”企业名单。

戴 着 一 顶 寻 常 的
草帽，常年奔波在家乡
闽西、省内以及全国的
乡 野 阡 陌 、田 间 地 头 ，
皮肤黝黑，几乎与常年
风 吹 日 晒 的 老 农 别 无
二致……如果没有人介
绍，很难相信，这就是有
着“中国杂交水稻之母”
之誉的我国植物遗传育
种领域权威、中国科学
院院士谢华安。

采访中，这位从闽
西 走 出 去 的“ 农 民 院
士”以自己的赤子之心
和实际行动，向记者生
动 诠 释 了 顶 尖 智 慧 与
最 基 层 粮 食 生 产 完 美
结合的实现路径。如何
让 顶 尖 智 慧 发 挥 更 大
作用，让弥足珍贵的院
士 力 量 更 好 服 务 实 际
生产生活，是一道常说
常新的时代命题。

作为国家设立的科
学技术方面、工程科学
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
号，即使从最早的学部
委员算起，截至目前，拥
有 14 亿人口的我国，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
程院院士加起来还不到
2000 人，两院院士代表
着当今中国科技发展的最高水平，是当之
无愧的中国顶尖智慧。

综合考量院士智慧和力量在新罗区发
挥出的巨大作用，记者认为，这当中除了以
谢华安、谢联辉等为代表的新罗、龙岩籍院
士对家乡深沉的爱之外，更多的则在于当
地为院士搭建了更好地贡献智慧力量的平
台：无论是遍布全区的“福香占”优质稻种
植基地，还是重点企业里的院士专家工作
站，还有倾力打造的院士之家以及不时开
展的“院士乡村行”“院士专家企业行”等
等，为院士顶尖智慧面对面无缝对接实际
生产搭建了平台和舞台，让院士智慧与力
量走出实验室、走出象牙塔，在生产中发挥
出乘数效应。

当然，客观地说，新罗区利用院士智慧
与力量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之路也仅仅
处于摸索和爬坡过坎阶段，院士发挥作用
的形式、深度、广度都有待进一步拓展和延
伸，作为的空间很大。但我们有理由相信，
有以谢华安等为代表的院士们一颗颗炽热
的赤子之心，有当地不断搭建、完善的平
台，未来值得满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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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3年新罗区农民丰收节活动举办之际，龙岩籍院士谢华安、谢联辉来到现场，与村民共享丰收的喜悦。龙岩新罗区厦中村优

质水稻新品种“福香占”绿色栽培技术集成百亩示范片即将在下月迎来“福香占”再生稻今年第二季收割。

荣获第三届全国优质稻米食味品质鉴评（籼稻）金奖及2022年全国稻渔综合种养优质渔米评比推介活动籼米组金奖、被当地称为

“稻坚强”的水稻新品种“福香占”，记录着中国科学院院士、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谢华安及其团队的辛勤付出。

推广种植“福香占”，是当地以院士力量持续推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一个生动注脚。在新罗区，无论是遍布全区的“福香占”优质稻

种植基地，还是重点企业里的院士专家工作站等，当地正在全方位实践“人才强区”“科技兴区”行动，充分发挥包括新罗籍院士在内的院

士力量，打造院士之家，用好高端智库，服务老区发展。

核
心
提
示

学思想学思想 强党性强党性 重实践重实践 建新功建新功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谢华安院士（左一）到田间指导农业生产。 （资料图片）

2019 年 3 月，福建侨龙应急装备有限
公司张建云院士专家工作站成立。

（资料图片）

新罗区雁石镇厦中村新罗区雁石镇厦中村““福香占福香占””优质稻示范片优质稻示范片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