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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无际的稻田，稻
穗金黄饱满，放眼望去，一
派欢欣的收获之景。9月
18日，在三明沙县夏茂镇
福建省国家级和省级优质
稻新品种核心展示片区，
谢华安与福建省农业科学
院水稻研究所的科研人员
一起查看水稻试验材料的
生长情况。

当天上午骄阳似火，
地表温度超过 40℃，谢华
安戴着一顶草帽，和大家
步行在田间。1米多宽的
水渠，他一个箭步跨过，稳

健地踏上田埂，低头观察
一株名为“闽两优 708”的
水稻试验材料。

“水稻的质量好不好，
要看它近根部稻枝上的最
末尾两颗稻谷饱满不饱
满。”在郁郁葱葱的稻丛
边，谢华安用手拨开细长
的稻叶，一头钻进稻丛。
记者发现，稻叶的叶齿很
是锋利，从皮肤上划过像
小刀一样，立刻割开一道
道血淋淋的口子。然而穿
着短袖的谢华安毫不在
意，任凭稻叶在他裸露的

手臂上留下痕迹。“你们
看，这两颗稻谷表皮色泽
明亮，结实饱满，说明这株
水稻成功了。”看着黄澄澄
的稻穗，谢华安露出满意
的笑容。

“谢老师，这是我们团
队培育的‘广 8优 699’，现
在也接近成熟状态了。”经
过另一片试验田时，一位
科研人员向谢华安介绍
起他们团队培育的新材
料。“要注意化肥的用量，
不要让它长得过高。”谢
华安的手布满老茧与伤

痕，手掌通红粗糙，和黝
黑的手腕泾渭分明。他
温柔地抚过手中的稻穗，
像是在抚摸身边稚童的
绒发，边叮嘱身旁的学
生，边拿出手机拍下水稻
生长情况。

当天上午，谢华安和
大家在田间地头走了两个
多小时，仔细观察了每个
区域的优质稻新材料的情
况，直到临近中午 12点才
结束工作。临走前他深情
地望着试验田，背上的汗
水已浸透了上衣。

改良水稻“芯片”培育“东方神稻”

把握时代大势 走好中国道路
习近平为《复兴文库》作序言，强调以史为鉴察往知来，在复兴之路上坚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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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手，怎么晒得比我们的还黑，比耕田
的农民还粗呢？”每到田间，闽籍中国科学院院士、
植物遗传育种学家谢华安的一双手，总会引发稻农
们的好奇。正是这双饱经风霜的手，选育出了中
国推广面积最大、推广时间最长、效益最显著的杂
交水稻良种，让无数中国人端牢了自己的饭碗。

谢华安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
奖，“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首届优秀科
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如今，82岁的他仍然奔
波在田间地头，为培育出更好的稻种、培养后辈
科研团队努力奋斗。近日，记者跟随谢华安走
进秋收的稻田，零距离感受他的工作和生活。

谢华安1941年出生于
龙岩市新罗区适中镇，当
时全国水稻平均亩产仅
125公斤。他回忆道，那时
外婆想吃一碗稀饭都是奢
望，于是他从小立志，要让
父老乡亲都能吃饱饭。

1964 年，谢华安从福
建省龙岩农业学校毕业，
被抽调到永安农业职业中
学负责生物课教学。空闲
时间里，他经常跑到试验
农场，种植、研究各种农作
物，打下了农业技术研究
的基础。1972 年 9 月，他

从五七干校调入三明市农
业科学研究所工作。恰逢
杂交水稻协作攻关，他作
为福建省协作组成员被派
往海南，开启了一辈子的
杂交水稻育种生涯。

经过无数次杂交试
验，1981年，谢华安在海南
培育出由“明恢63”和不育
系“珍汕 97A”测交而成的

“汕优 63”，这是可以抗稻
瘟病的杂交水稻良种，经
当年试种测试，亩产超过
600公斤。

从1986年开始，“汕优

63”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种
植。一直到 2002年，该品
种在全国的杂交水稻推广
速度、年种植面积、累计种
植面积、增产稻谷总量上，
均独占鳌头。东南亚一些
国家大面积种植后，称赞

“汕优63”为“东方神稻”。
继“汕优 63”后，谢华

安领衔的福建水稻育种团
队，在超级稻育种、航天诱
变育种、优质稻育种、抗稻
瘟病不育系选育、两系稻
育种、超级再生稻育种和
栽培等方面屡创佳绩。通

过基因组编辑技术，研制
出香味基因材料和抗病、
生育期相关材料。此外，
团队还通过培育耐储藏水
稻品种，提高种子活力，降
低了水稻储存成本。

2021 年，福建省杂交
水稻制种收获面积达 35.8
万亩，生产种子 7600万公
斤，平均亩产 212公斤，三
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满
足了全国杂交水稻种植面
积 25%以上用种需求，稳
居全国杂交水稻制种第一
大省位置。

“脚踏实地是谢老师始
终不变的科研态度。”福建省
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
张建福，与谢华安共事 26
年。“得出数据后，谢老师会
让我们反复确认它的真实
性、可靠性，确保有可靠的资
料支撑数据成立。”几十年来
谢华安一直以身作则，不论寒
暑风吹雨打，都带头下田，这
种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一直
鼓舞着农技战线的后来人。

脱下草帽，谢华安是位
不折不扣的“健身达人”，他
自编了一套“养生操”，平时
运动锻炼身体。此外，谢华

安也会和家人好友一起打
牌，锻炼脑力。“有健康的身
体和大脑才能更好地工作。”
谢华安说。

今年9月1日，谢华安登
上央视舞台，为全国中小学
生上了一堂《开学第一课》。
对于青少年，谢华安充满了
期待，他说：“事业，是靠我们
的双手拼搏出来的，我希望，
年轻人要有爱国精神，要有
拼搏的精神，要弘扬艰苦奋
斗的作风。青春，是用来奋
斗的，我衷心地希望我们年
轻一代，做一个矢志不渝的
奋斗者。”

“粮食安全的基础在种
业，种业是农业的‘芯片’，优
良的种苗对生产起很大的作
用，我们要打好种业‘翻身
仗’。”在谢华安看来，水稻育
种工作要具备战略眼光，不
仅要让老百姓吃得饱，更要
让老百姓吃得好、吃出健康。

“优良水稻品种对促进农
业发展的作用巨大，每一粒种
子都影响着中国人的饭碗。”
谢华安认为，优质水稻新品种
应具备规避风险与适应栽培
环境两个特点，实现产量、质

量、效益三大指标的统一。
对于后辈科研团队的培

养，谢华安认为要以培养战
略型、实干型的科学人才为
方向，不单单是水稻育种，更
要致力于栽培、植保、土壤肥
料、农业机械等新技术研
究。只有改善农业的生产条
件，才能逐步提高经济效益
和生态效益。谢华安认为，
合格的农业科研人员，应该
把生产和实践更紧密结合，
在实践经验丰富的基础上制
定科研创新路线。

五十余载追梦万里稻香

“我们要打好种业翻身仗”八旬院士顶酷暑下田地

闽籍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不断培育优质稻种，对继续
保持我国杂交水稻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健身达人”自编“养生操”

讲述

特写

▲近年来，福建水稻育种团队
培育出多个新品种

▲谢华安在田里手把手教年
轻农技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