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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闲时节， 地处大巴山深处的市农科院镇
坪高山试验站被皑皑白雪覆盖， 试验田里的马
铃薯已经全部收获入库， 这是蒲正斌一年中难
得的清闲时光。

与高山实验站相距 150 公里的市农科院组
培室里， 一颗颗马铃薯脱毒瓶苗正在架子上酝
酿枝芽，只待冰雪消融，和它的团队奔赴一个有
关育种的春日之约。

安康人对马铃薯有着特殊的情感。 马铃薯
帮助安康人民解决了温饱，实现了脱贫。 马铃薯
见证了安康人民从“土里刨食”到“借绿生金”的
光辉历程，如今又承载着保障安康粮食安全、振
兴农业发展的希冀。

自市农科院建立伊始，66 年间，蒲正斌等几
代育种人的接力奋斗成就了安康秦巴山区及西
南马铃薯育种事业从“救命薯”到“致富薯”的追
梦之路，在高山之巅，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攥紧中
国种子，为端牢中国饭碗奉献无悔青春。

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的突破

行走在大巴山海拔 1450 米的山峰上，成千
上万的马铃薯植株旁边似乎都有这样一个影
子———一个身材瘦削的男人，俯下身子，小心地
翻看记录，裤腿和解放鞋上沾满了泥巴。

他就是“高山站”目前唯一长期驻扎的研究
人员蒲正斌。 “搞育种工作，不是光坐在办公室
里想业务，而是要去田地里搞研究。”1984 年，蒲
正斌从四川达州来到镇坪， 开始寻找藏在马铃
薯基因里的钥匙。

马铃薯在我国种植面积目前达到 7000 多
万亩，面积、总产都位居世界第一，单产却落后，
仅居世界第 93 位。 从科技创新追寻原因，就是
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好品种以及脱毒种薯
使用率低。

镇坪高山试验站就是为解决品种问题而设
立。 蒲正斌说，他是站里的第二代育种人，已故
的叔叔蒲中荣是第一代马铃薯育种人。1977 年，
蒲中荣独自一人来到深山里的曾家镇金坪村扎
根建站， 在这里创造了安康马铃薯育种从零到
一的突破。

打开 1995 年中国农学会出版的《中国当代
农业科技专家名录》， 翻至蒲中荣的条目里，可
以看到这样一段话：“蒲中荣现为中国作物学会
马铃薯专委委员。 长期从事马铃薯抗病育种研
究， 选育成 10 个马铃薯新品种， 其中以文胜 4
号、安农 5 号、安薯 56 号跨省种植，累计推广面
积 400 多万公顷。 解决了长期以来威胁马铃薯
产量的晚疫病问题……是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
农业科技专家。 ”

20 世纪，群众种植马铃薯都用土法子，把上

年保留的马铃薯切成几块种进地， 但伴随着简
单的种植手段，带来的就是产量低下、晚疫病流
行等诸多缺陷。

蒲正斌回忆， 蒲中荣不愿再看到山区群众
挨饿，为此付出了漫长而艰辛的努力。 他曾为观
察实生苗的抗病性，在山雨中一待就是半天，为
了做好对比试验，一天翻山越岭几十里，两头不
见天光……在马铃薯生长的关键时期， 就在荒
山上搭个窝棚， 白天观察， 晚上生火取暖写记
录，8 年背烂了 4 个背篓。

没有仓库，自己盖；没有粮食，自己种；没有
载具，自己背。 点的是煤油灯，睡的是木板床，成
果装在背篓里，笔记放在膝头上。 蒲中荣苦心孤
诣的研究有了回报， 他主持培育出的安薯 56
号，通过了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这也是安康地
区选育的农作物品种中第一个通过国家审定的
品种。

蒲正斌语带怀念地说：“我叔叔对我的影响
很大，他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对育种事业非常
热爱，如果没有他的坚持，我可能达不到今天的
成就。 ”

对马铃薯育种事业的执着， 在叔侄俩身上
传递，他们一起戴着草帽，肩挑背扛，在山间躬
耕 14 年，直到 1998 年蒲中荣退休。

为中国育出安康“芯”种薯

在粮食作物育种中， 马铃薯育种的难度曾
令许多科研人员望而却步。 因为玉米、水稻等主
粮作物一般有 2 套基因组， 而马铃薯却有 4 套
基因组，遗传背景复杂，杂交后代选择难度大，
稳定性很低，因此难以育出突破性新种，育种周
期常以十年为单位。

接过叔叔的担子后， 摆在蒲正斌面前的是
一座座需要翻越的高山， 而只有高中文化程度
的他，却在这个远离繁华的地方，创造出一个又
一个奇迹。

翻看着手里的种薯， 蒲正斌说：“马铃薯育
种是十万里挑一， 几万株里也不一定能选出一
个理想的品种，育出一个新种，最乐观的情况也
要好几年。 ”三分种，七分管，育种工作容不得半
点马虎，一旦哪个环节出现纰漏，种薯的生长就
会受到影响。

做科研，最需要忍的就是孤独与寂寞。 蒲正
斌怀着强烈的信念向田间地头要答案， 试验田
就是实验室，因为整日都与马铃薯相伴，周边的
村民都亲切地称呼他为“洋芋坨”。

犹如一粒种子从生根到开花结果， 蒲正斌
的一生写满了与马铃薯相关的注脚。

每年 3 月， 他和同事们总是在试验田间忙
碌着马铃薯育种材料的播种；随后的 5 到 9 月，
又总是端着试验记载簿一轮又一轮地做田间观

察、管理、人工杂交以及收获杂交果、试验材料；
10 月收获期结束后，他又忙于室内种薯、株系材
料的贮藏管理； 还有中省市三级品种试验材料
的整理、统计以及试验报告的撰写。 就这样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不停地在山野间奔忙，轮转了整
整 40 个周期。 年华流逝，满头青丝的青年如今
已鬓发染霜。

对于育种家而言， 最好的品种永远是下一
个。 “马铃薯育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新品种
必须超过现有品种的生产表现才能通过国家的
审定。 ”蒲正斌说。

2003 年至 2011 年，在蒲正斌的手中，陕西
省第 2、3、4 个通过国家审定的马铃薯品种秦芋
30 号、31 号、32 号相继诞生。 近年新品种秦芋
33 号、34 号、35 号、36 号、37 号 5 个品种正在登
记。

没有亲情的种子，事业的火种便无法燎原。
妻子陈英默默地支持着丈夫的育种工作， 照顾
三个女儿，扛起家庭的重担。 在站里仅有的两名
老同志退休后，蒲正斌的工作更加繁忙，在外出
差时，整个试验站就剩下陈英一个人，几十亩地
的管护和记录全部落在了她头上。

一提起过去夫妻二人历经的艰辛， 坚强的
陈英眼中也忍不住泛起泪光：“这么多年， 他把
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最热爱的马铃薯事业。 ”
二女儿蒲善铃说：“我爸爸关心马铃薯， 有时候
甚于关心他自己。 ”

虽然 “陕西省最美农业人”“全国农业先进
工作者”等荣誉加身，但蒲正斌认为，人无论走
多远，都不能忘本，这个“本”就是作为农业科技
工作者服务群众、做好马铃薯育种事业的初心。

精神薪火相传，事业接力前行

2010 年，“80 后”青年郑敏加入了蒲正斌带
领的马铃薯课题组，成为一名科研人员。

“两位蒲老师对于马铃薯研究坚定的决心
深深地打动了我，促使我加入了这个团队。 十几
年来，研究马铃薯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如
今已经是市农科院粮油作物研究所所长的郑敏
说。

长期以来，我国马铃薯以鲜食为主，占马铃
薯消费量的六成以上，而加工消费仅占 8%。 随
着时代变化，要延长马铃薯产业链，提高农产品
附加价值，就需要繁育、种植更符合中国人消费
习惯、更适合加工的好品种。

在育种之外，标准化种植程度高的马铃薯，
意味着在加工销售环节给企业节省很多成本。
在这种要求下，怎么种马铃薯都有规定动作。

作为一线工作人员， 郑敏是农民田间地头
的长期访客， 指导农民科学种植、 做好田间管
理。 在做好示范推广、服务农民的同时，让繁育

出的马铃薯新品种得到保种、扩繁、延长当地产
业链是最终的目的。

郑敏深知， 除了让更多更优质的马铃薯走
上人们的餐桌， 育种工作还是事关国家粮食产
业安全的大事。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如果不把
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会遇到“卡脖子”问
题。

长期奔忙于安康各地之间风吹日晒， 郑敏
少了很多陪同家人的机会，但她并不后悔。 “干
这一行，不仅要会在实验室里做试验，也要会在
田间种地，地种好了，才能育好种。 ”

2013 年至 2018 年，由郑敏主持推广的秦芋
32 号在安康、汉中、商洛等地累计有效推广面积
达到了 106.38 万亩， 平均亩产提高 357.72 千
克，增加产值 8 亿元。

除此之外， 郑敏和团队还创新探索出了以
“马铃薯＋X” 为核心的粮经轮作套种万元田高
效栽培技术。 通过马铃薯与鲜食玉米、蔬菜、桑
树等作物轮作套种栽培， 改变我市露地农业生
产一年“两种两收”为“三种三收”，实现亩产值
过万元的目标。 目前，该模式已入选安康市秦创
原“科学家＋工程师”队伍建设项目。 2023 年末，
郑敏荣获陕西省“巾帼最美农业科技工作者”荣

誉称号。
2021 年， 更年轻的新鲜血液叶明辉加入马

铃薯科研团队，工作两年多，他已融入了这里的
生活：“事在人为， 我还是想把这个事业延续下
去，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突破的机会。 ”

2022 年深秋，蒲正斌被查出罹患癌症，需要
化疗抗癌。 这对于他的家人、同事都是巨大的打
击。 但蒲正斌得知后，他首先担心的不是自己的
身体，而是科研不能断茬，马铃薯育种事业必须
得到传承。

郑敏和叶明辉从蒲正斌手中接过了这一沉
甸甸的事业。 郑敏说，一下子她感觉责任更大，
压力也更大了，但是作为后来人，更要延续这一
光荣的使命，让农科人坚守的精神代代相传。

如今，蒲正斌结束化疗后还是习惯回到“高
山站”生活，他希望自己离马铃薯更近一点，自
己几十年干的是马铃薯、想的多是马铃薯，离不
开这片土地。

“虽然快要退休了，但科学研究的道路永无
止境。 我们安康市农科院马铃薯科研团队正处
在新老交替的关键环节， 我要以传帮带的方式
助推新一代科研人员更上一层楼， 让安康马铃
薯科研事业更辉煌。 ”蒲正斌说。

躬耕高山 只为薪火相传
———记市农科院马铃薯科研团队

记者 赵漪湉 实习记者 卜昊天

每逢寒暑假，不少家庭便从“父慈子孝”切换到
“鸡飞狗跳”模式，可谓每逢佳节倍“伤亲”，这其中的
“痛点”主要在辅导作业方面。幸好女儿还在小学低年
级，班主任也比较开明，作业不多，假期以玩为主。

暑假时，孩子基本在外旅游，每天按照自己的
计划定量完成作业，我们没有过多干预，后来她郑
重宣布暑假作业做完了。 待开学前一晚再检查时，
发现语文作业还有空题。 妻子先表明态度，一不能
耽搁睡眠时间，二让孩子去学校自己承担“后果”。
当夜深人静， 我只得亲自出马补上了部分空题，仍
留下一些“后果”让孩子带去学校。 后来，我和妻子
就此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最后认为家庭是孩子的
情感港湾和安全依托，父母不可能像老师那样有计
划、有组织、有系统地去传授知识，在学习方面不能
主导孩子，只能起脚手架的作用，重要的是要通过
家庭生活，教会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和基本的
生活技能。

刚放寒假，孩子就掰着手指算过年时间。 我抓
住机会说，过年是每家每户的大事，作为家庭的重
要成员， 今年过年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女儿立刻投来好奇的目光，我加重语气说：“那就是

做一副对子，过年贴到大门上。 ”
孩子立刻行动起来， 在小黑板旁踌躇了半天，

却是一个字也没写出来。 “你先想一想春节有什
么？ ”我决定帮她搭个梯子。她回答说：“有花。 ”“花
对什么？ ”“花对草。 ”“什么花？ ”“红花。 ”“红花对
什么？ ”“红花对绿草。 ”“红花怎么样？ ”“红花开。 ”
“绿草怎么样？”“绿草摇。”通过一问一答，孩子基本
明白了对对子是怎么回事。 我接着引导说，过年肯
定要有祝福语，在对子里面要把祝福词加上。“红花
开健康，绿草摇平安。 ”这副对联寓意不是很贴切，
但我还是给孩子竖了个大拇指。接着告诉她：“现在
需要考虑红花能不能寓意健康，平安又怎么能摇出
来呢？ ”难度提高了一截，孩子明显面露难色。 我只
好说，先放一放，慢慢再修改。

第二天，女儿把语文课文《对韵歌》温习了一
遍，又找出以前看过的绘本《飞飞对对子》读了又
读，我欣喜地发现她为了完成这个“重大任务”，开
始调动自己所有的知识储备。 “不愤不启， 不悱不
发。”我感觉火候已到，开始引导她把自己能想到的
与春节有关的事物全写在黑板左边，把所有祝福语
写在右边，然后告诉她把这些词语自由组合，直到

完成一幅满意的对联。
“爆竹声声好快乐，红花朵朵真幸福。 ”女儿对

出了人生第一幅对联，我对她大加赞赏。 她突然来
了兴致，蹦出好多学过的成语。 我让她把这些成语
再组合成一副对联。“万物复苏莺歌燕舞，春回大地
柳绿花红。 ”第二副对联几乎只用了一分钟。

过了几天， 这两副对子已经变成红彤彤的对
联。女儿兴冲冲地展开，把两副对联看了又看、读了
又读。 看着自己的作品变成了红纸黑字，既兴奋又
惊奇，满心期待着过年时自己贴到门上去。

对子对完了，我趁热打铁说，春节过完了接着
是元宵节。“吃汤圆，猜字谜。汤圆你去买，字谜也由
你来制作。”这次姐弟俩一起接下了任务。有了对对
联的经验，他们先去温习了绘本《乐乐猜字谜》，然
后翻开语文生字表，模仿绘本上的字谜样式，一连
出了好几个字谜，诸如“木头开口”“大地说话”“汤
上漂根草”，虽说稚嫩，倒也有童趣。

除了对对联、做灯谜，在打扬尘、购年货环节，
也让孩子们积极参与。通过参与家庭决策和家庭事
务，孩子感受到“被需要”，这种“被需要”给孩子带
来了满满的存在感、获得感、幸福感。

每个节日都有其特殊的意义， 如何让节日在孩
子心中留下深刻的记忆？我觉得就是仪式感。尤其是
春节，这个在中国传统节日中最重要、也最隆重的节
日，对于孩子来说，春节从父母那里获得的仪式感越
多，幸福感越强，对节日的理解也更为深刻。

经常听到一些父母在讨论：“小时候我们过春
节，多期待啊！ 可如今呢，孩子对过年一点兴趣都没
有，还觉得麻烦。 ”

物质的丰富，的确冲淡了年味，但说到底，是仪
式感不够，才会让孩子不重视过年。

在老舍的著作《北京的春节》里，过年是件很隆
重的事情。他之所以能一直记得，是因为他跟着大人
一起感受“忙年”的整个过程。

孩子一年级课本里有一首童谣是这样唱的：小
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喝几

天，哩哩啦啦二十三。 二十三，糖瓜粘；

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
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
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走。

在我们家，儿歌里提到的仪式一定是不能少的，
置办年货、大扫除，包括年夜饭，都让孩子参与其中。
孩子在参与中能够感受到被重视， 也能体会到参与
感带给自己的幸福。 这样的方式也让一家人在齐动
手中增进感情，大家在种种仪式中满怀期盼，期待新
一年的来到。

我们家最重要的仪式来自于贴春联。 从家中哥
哥七岁开始， 每年的春联就由他和爸爸一起负责书
写，从内容的选择到写春联用到的工具，一样样精心
准备。妹妹到了会写字的年纪，也开始学着用毛笔书
写“福”字，我则负责记录下这些美好的时刻。看着他
们一笔一画认真的样子，便感叹幸福不过如此。

当然，难得的春节假期也是需要好好珍惜的。这

难得的亲子时间，可以和孩子一起做很多事情。我们
常常带孩子出去旅行，看看外面的世界，感受不同地
域春节的习俗。到西安感受“大唐盛世”，去平遥来一
场古城之旅， 去重庆吃一顿麻辣火锅……如果不能
远行，我们还会在博物馆里体验民俗活动，到美术馆
看一场新年书画展，或者一起看一场贺岁电影，都是
对假期的不辜负。 在孩子心里，去哪里很重要，但父
母的陪伴更重要。

记得一位心理专家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一个家
庭里，如果能以仪式化激活这个人内心家庭原型，那
这个人一生都会幸福。孩子的成长中，最不该忽视仪
式感的是父母。当我们在特别的时刻，为孩子付出特
别的心意时，孩子会更幸福。

新年仪式感的根本，是建立孩子对生活的期盼，
对未来的向往。 所以，在新年里，父母更应该多为孩
子的生活留下幸福的印迹。

我和女儿对对子
陈曦

让每个节日都充满仪式感
郭飒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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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都
是
积
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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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孩子出门是一个增长见识的过程，虽然父母累点。
去年春节，过完除夕和初一，带着孩子从安康出发，

经过汉中、天水、宝鸡、西安，刚好那时候孩子在听三国演
义故事，这一路弥补了他们文字之外的实地感受。对于他
们来说， 诸葛亮怎么在汉中屯兵北伐只有书里面的文字
表述，但当他们看到从汉中到天水的崎岖山路，他们就会
明白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在当时有多么巨大的作用。
还有步步艰险的麦积山石窟也给孩子带来了视觉的冲
击，藏在铁丝网后面的造像是那么秀美。

相比较于现在孩子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性， 电子
产品构筑了他们的知识框架，虽然便利，但是更容易让孩
子依赖于从电子产品上面获取信息， 无法形成自己对知
识的辨识和吸纳。

了解世界的方法有很多种，通过书籍、影像资料和别
人聊天都能让我们了解世界， 但哪一种都没有身临其境
的学习更重要。

孩子们需要和当地的人接触， 更重要的是用当地人
的方式生活，使用他们的交通工具，看他们经常去的博物
馆，不仅仅是在那里走马观花，而是停留在那里，认真地
欣赏，

当孩子们在成长中一次次地面对陌生环境，那么，当
他们长大后要面对的各种陌生环境都不会让他感到害
怕，因为他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种模式。

从春节开始，2023 年， 我们带着孩子走过乐山、自
贡、毕节、罗平、建水、西双版纳，他们惊叹于喀斯特地貌
的织金洞，在滇东的红土地上放肆地奔跑，躲避热带雨林
的狂风暴雨。

每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对孩子来说，用学习的方式来
旅行已成为一种传统，而它的意义在于自己的成长。

暑假他们又随我们展开一段长达 6000 公里的旅行，
从沙漠到大海，从平凉、银川、鄂尔多斯、乌兰察布、锡林
郭勒，到赤峰、大连，青岛、济南。

对于孩子来说，看到的世界大了，才能更加宽容，才能更加坦荡。实际上，
接受彼此的不同，尊重相互的差异已经成为“了解世界”的重点。

盛夏的锡林郭勒正蓝旗，金莲川草原花浪涌动，茸茸芳草被风染得葱茏
青黝，脆嫩的草间闪耀着粼粼的金色光芒，一眼望不到头的草原上金莲花遍
地盈野，热烈的喷吐着芬芳，元上都遗址位于这里。遗址内的残垣断壁和那些
散落在草丛间的碎瓦残砖，展现出了上都古城的宏伟画面，显示这片土地的
高贵与神秘，那种壮观让孩子心存震撼。

矗立在平坦草原上的火山带给孩子们另一种惊喜，他们体验到大自然的
另一面。一万年前喷发过的火山口，周围散落着暗红色和黑色的火山石，仿佛
是昨天刚刚喷发出来，捡起一块，抓在手上，似乎还能感受一万年前留存下来
的余温。 它们曾经是从地心喷发出的 1000 多度高温的岩浆，在急骤冷却后，
而形成的岩石。

梭伦说过：旅行的目的是“看”。看就意味着增进对其他民族、文化和地方
的了解与评价。

带着激动和疲惫、收获与成长，孩子们完成了旅程，但
这并不是一个结束， 我们离开了那里，但
却把对陌生地方的思考也一并带了回来，
这些都会让孩子们的收获变得更长更厚
重，直至我们下一段的重新开始。

马马铃铃薯薯科科研研团团队队对对新新品品种种开开展展田田间间收收获获考考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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