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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种植为什么要实行“减肥增

效”？黑土地保护的重要意义是什么？科技

小院是如何发挥“四两拨千斤”作用的？这

一切问题的答案，或许可以从高强从事农业

领域科研工作，探索农业绿色发展之路，推

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说起。

高强教授现任吉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

境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多个省部级重点实验

室的主任工作。多年来，他充分考察吉林省

多地农业资源禀赋条件与优势，利用所学专

业知识形成多项研究成果，应用到大田作物

种植中，并致力于黑土地保护工作，推动当

地农业绿色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同

时，他还鼓励学生“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以

科技小院为载体，用更多的科研成果照亮

“三农”发展之路。

利用技术推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减肥增效，顾名思义，减少化肥的施用

量，增加效益。在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化肥

精准施用、增施有机肥，不仅可以减少农民

种植成本，最重要的就是改良土壤。“一开始

我主要是做肥料合理施用和新型肥料研发

工作，最主要的目的是提高玉米的产量，增

产增收、提高肥料利用效率。”高强说，肥料

是农作物的养分，但不合理施用会造成土壤

板结，有机质下降的问题，即出现土壤退化，

因此，如何在优化化肥施用量、保护土壤的

同时，还能实现高产，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经过反复实验和论证，高强潜心研究数

年，形成了多项实用新型施肥技术和肥料科

研成果，他参与研发的

植物源油脂包膜肥控释

关键技术获2019年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目前，

在东北地区与肥料企业

合作推广面积达400万

亩，带动农民增收数亿

元。同时，他作为农业

农村部科学施肥专家指

导组专家，参与完成了

《中国三大粮食作物肥

料利用率研究报告》等

多项涵盖玉米、水稻、大

豆等农作物施肥技术规程的起草及修订工

作，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实

践经验与参考。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黑土地保护的重

视，高强的研究方向也逐渐转向该领域，并

承担了国家有关项目的课题研究。2015年

以来，他将自己多年研发的作物精准高效施

肥技术与中国农业大学秸秆覆盖还田技术

相结合，形成了黑土地“梨树模式”的主要核

心技术。除此之外，他的多项作物高效施肥

及黑土地保护科研成果得到了广泛应用和

推广，为农民带来了真真正正的收益。通榆

的农户王天宇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新技

术的加持下，他的玉米收成从最初七八千斤

增长到两万六七千斤，增长近三倍，他将自

己原有的7垧地扩大到现在的350垧地，还

通过为周围贫困户提供技术和经营管理，带

动他们共同致富。

带领学生深耕田间地头
为了让科研成果有效落地，服务“三

农”经济发展，自2009年起，高强在吉林省

科协的支持下，率先在吉林省创建了“梨树

玉米科技小院”和“通榆谷物科技小院”等4

家科技小院。每年他都会带领学生来到小

院，为农户指导种植技术，帮助他们解决农

业生产中的有关问题。截至目前，仅“梨树

玉米科技小院”累计入驻研究生就已超过

90名，他们在为当地乡村振兴发展提供技

术支持的同时，也实现了将“论文写在黑土

地上”。

“我们要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

领。科技小院主要功能，第一个是科研创

新，第二个是社会服务，第三个是人才培

养。”高强说，科技小院最开始创建的目的

就是帮助农民增产，提高收入。事实上，对

于人才培养来说，小院的作用也十分明

显。“小院能加深涉农研究生对农村的了

解，在他们真正深入农村的过程中了解农

村的需要，这是培养爱农情怀的最主要途

径。”为此，高强要求他的研究生要学会和

农民打交道，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农作习惯，

以此来培养他们的沟通及适应能力。“现在

乡村振兴最主要的就是创新，包括农村怎

么能更好地发展，通过什么方式更快地发

展，如何利用当地资源和我们的技术相结

合，让农民更富强，这也是我们未来要努力

的方向。”

对于科研创新，高强深感任重而道

远。他说科研“是个艰苦的劳动”，要涉及

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才可能有颠覆性的

创新，要不断地摸索学习，且重在坚持。

在他看来，他从事科研主要有三个目标，

一是体现自身价值，二是培养农业人才，

三是解决国家需求，而他也将带领他的学

生们一直奋斗在田间地头，奋斗在漫长的

科研路上。

高强：深耕田垄地头间
本报记者 王斗 刘海东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她潜心研究，以

一颗仁心，无私奉献、开拓创新，推动肿瘤临

床诊疗与学科融合发展；作为一名青年科技

工作者，她尽职尽责、勇攀科学高峰，真正体

现了一名医生的仁爱之心。医之为道大矣，

医之为任重矣。

她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肿瘤放疗科主治

医师于多，一名90后的医学博士、博士后。

受家庭的熏陶，于多自幼就对医学非常

感兴趣，当年高考报志愿时，她义无反顾地

选择了医学专业。于多向记者感慨：“很幸

运，我是吉林大学放射医学专业第二届招收

女生学员的一批。随着放射医学防护设备

的不断进步，女孩子学这个学科也是很安全

的。”正是这样的机缘巧合，于多报考了吉林

大学放射医学专业，本科毕业后,在吉林大

学第二医院放疗科主任王铁君教授的门下

继续开展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由于学

习成绩优异，博士期间她获得吉林大学及国

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美国开始美国罗格斯

大学、美国德州大学MD安德森肿瘤癌症中

心联合培养博士学习，开展肿瘤放射免疫领

域研究。

多年学医的经历，让于多深切地感受

到，做医生要胆大心细，不仅要有仁心，还要

有仁术。“我们国家在肿瘤治疗领域已经有了

非常大的进展，可以说在国内和国外，医疗技

术并没有特别大的差距。目前早期肿瘤其实

是可以达到根治的效果。我的导师王铁君教

授，是非常有耐心的医生，她用仁心仁术一次

次将肿瘤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作为她的

学生，我感触颇多。耐心询问患者的病史，身

体状况，一些细枝末节的情况都可能给患者

的病情带来转机。”于多介绍。

2020年9月博士毕业后，于多选择回到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肿瘤放疗科工作。查房、

会诊、疑难病例讨论、值班……每天早晨8

点，于多带领实习生按时查房。她不仅重视

诊治，也善于倾听。查房时，她认真了解患

者病情变化，同时也关注患者和家属的心理

变化，及时干预和安慰。于多说：“医生所做

的，就是给患者带来希望，尤其是我们做肿

瘤专科，有时要学会共情，当患者心态不好

甚至是绝望时，我们需要拉他一把，这时人

文关怀就尤为重要，所以医生不仅仅需要医

术的提升，对患者进行心理安慰也很重要。”

为了促进医院学科的创新发展，于多刻

苦学习，潜心钻研。她参与早期肿瘤的诊断

检测以及肿瘤靶向治疗的研究，扎实的医学

研究能力和较强的判断力，都为她的科研道

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22年，依托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吉

林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平台，于多和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老师有了更深的

交流和合作，并在无机化学家冯守华院士团

队指导下，开展了无机化学材料合成及其搭

载化疗药物逆转宫颈癌放疗抵抗的研究。

“学科需要融合，其他的学科思维与知识也

将促进医学发展取得更大进步。通过这个

平台，让大家有机会在一起开展了很多热点

问题的研究，加强了不同学科间的交流沟

通。”于多向记者感慨。

“没有奉献不可能成为一名好医生！”于

多多次走进贫困地区，为当地的居民义诊。

“作为医生，我想把这份爱心传递出去，让医

患关系温暖起来，哪怕是尽一点绵薄之力，

也能让我内心感到很富足！”

行医，是一种使命，是对患者爱的表

达。于多深知，从创新性的治疗理念到形成

完善的治疗方案，还有许多路要走。“希望随

着对肿瘤研究的深入，能有更多的研究成果

造福患者。我的下一个研究方向是肿瘤的

靶向治疗和早期肿瘤的检测，希望通过科研

成果的转化，帮助更多的肿瘤患者恢复健

康，抚平他们对疾病的恐惧，让他们可以拥

有更美好的生活。”

于多：白衣无悔逐光行
本报记者 徐晓丽 葛阿婧

“我的家乡隶属吉林省永吉县，祖祖辈

辈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想留在这片深爱

的黑土地上。”1992年，路文鹏从吉林农业大

学毕业后，进入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

工作。2004年，路文鹏获得农业技术推广专

业硕士学位。多年来，路文鹏从事果树育种

与产业化的研究。

说起与野生果树科研的结缘，路文鹏

说：“要感谢上班初期，跟随宋润刚老师的生

产实践。那时每到果树生长期我就和宋老

师经常下试验地，进行果树扦插育苗、防病、

冬夏剪枝、施肥、打药，回来后再进行数据整

理、论文项目设计等，这些实践为我日后的

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对于果树育种和产业化的研究，一直是

路文鹏十分重视的工作。多年来，路文鹏和

他的团队成功选育出14个山葡萄品种，已

形成了山葡萄从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全产业

链发展。其中，双红、北冰红、北国红、左优

红等栽培品种，为东北及内蒙古地区的葡萄

酒产业发展提供了原料支撑。“我们培育的

山葡萄系列栽培品种，已经成为通化地区山

葡萄酒基地的主栽品种，现有栽培面积约

10.4万亩，有力保障了吉林省特色山葡萄酒

原料的供应。”

经过不懈的努力，路文鹏和他的团队取

得了累累硕果。“北国红”品种的问世打破了

我国山葡萄不能酿造全汁干红酒的空白，打

破了多年困扰我省栽培山葡萄不能生产全

汁优质干红酒的掣肘，为吉林省山葡萄酒产

业提质增效提供助力。

“‘北冰红’是我们团队历经30余年培

育、选育出的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酿制冰红酒品种，2008年审定命名。”

路文鹏介绍说，“冰酒，由经过自然冰冻的

葡萄酿造而成，酒质深宝石红色、具浓郁悦

人的蜂蜜和杏仁复合香气、果香酒香突出、

回味余长。用于酿造冰酒的葡萄要一直等

到11月末至12月初的寒冬，气温降到零下

8摄氏度以下才可以进行采收，因此北冰红

冰酒也有‘液体紫晶’的美誉。”

除了专注于山葡萄的培育及栽培研究，

路文鹏还参与了北五味子高产稳产技术研

究与示范、蓝莓规范化丰产配套栽培技术研

究、吉祥晚选育等课题的研究。在这期间，

他带领团队组建了软枣猕猴桃、五味子国家

林木种质资源库。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和消费能力

的提高，特色浆果鲜果及其加工产品必将受

到人们的追捧。路文鹏非常重视全产业链

发展，在山葡萄酒酿造、软枣猕猴桃保鲜和

酿酒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申请发明专利

达20余项；现团队研发的北冰红冰酒、北国

红干红酒、软枣猕猴桃酒、软枣猕猴桃冻干

含片、软枣猕猴桃果酱和月饼等产品得到了

众多消费者的好评。

从事科研教学31年来，路文鹏坦言，自

己从来不是“严师傅”。他说：“我注重引导

学生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激发他们有创新

意识和担当精神。”目前，特产研究所北方特

色浆果资源评价与利用科技创新团队有12

人，路文鹏作为首席科学家，他带领科技创

新团队脚踏实地，突破核心技术难题，助力

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应用。

作为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

务团的成员，路文鹏经常下乡。“我是农民的

儿子，把果树栽培技术送到农户的田间地

头，帮助农民解决生产技术上的难题，是我

要用一生去做的事情。”

近年来,路文鹏主持的“北冰红品种的

创制及推广”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山

葡萄系列品种选育及推广”获吉林省科技进

步三等奖；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参与的“寒

地果树优异资源收集保护及创新利用”获吉

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参与省部级科研项目

15项；主持审定的浆果山葡萄、软枣猕猴桃、

李、抗寒桃等品种11个；获软件著作权1个；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6个；著作2部；发表科技

论文150余篇。正是这些项目的创新技术，

解决了省内果树栽培技术研究的一系列问

题，实现了量质提升，高质增效，大大提高了

果树产品的附加值。

怀揣着一颗为产业、果民做实事的初心，

路文鹏将所有的青春和热情都献给了果树栽

培研究事业。谈及未来，他表示，在人才培养

方面，他将尽其所能地为科技创新团队培养

更多更优秀的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方面，将

继续紧密联合各省的栽培基地和科研人员，

一同致力于改善当地产业结构，选育出适应

当地土壤和气候条件的优良果树品种，努力

为果树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路文鹏：当好果树产业带头人
本报记者 徐晓丽 葛阿婧

走进位于东北师范大学校内的紫外光发

射材料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机器轰鸣

声不绝于耳，多台设备陈列有序，到处弥漫着

科研创新的浓郁气息，这里就是王中强孜孜

以求、不断探索求真的地方。

现为东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教授的王中

强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之后留校任教，并从

事忆阻器与类脑器件的研发工作。忆阻器主

要是面向未来的类脑智能型芯片开展的一项

基础型研究，是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

一项关键技术。作为国内较早从事该领域研

究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相关科研工作可谓

是“摸着石头过河”，并无更多经验可以借

鉴。而这也是王中强初入实验室时的一大困

扰。“我们一直处在一个摸索前行的阶段，包

括设备、制备等方面不知道向谁去咨询，很多

时候都需要自己大量阅读文献，和老师反复

交流和实验才行。”王中强对记者说。

凭借着对研究领域的执着与热爱，王中

强将大量精力放在科研工作中，并在导师的

指导下，经过反复思考、实验、论证、测试，提

出了多个新思路、新方法，实现了在类脑功能

和器件性能上的新突破。除此之外，他还将

在科研中的成果与心得通过实例分享运用到

教学中。在他看来，科研和教学同等重要，他

期待自己更多的科研成果尽早实现产业化，

造福社会，同时，也希望自己的身体力行能激

发更多学生的科研梦想，为祖国培养更多科

研人才。

潜心科研，全力服务社会发展
2008年王中强本科毕业后，继续在东北师范大学进行硕博

连读，硕士研究生期间，他开始跟随两位导师从事忆阻器与类脑

器件的研发工作，逐渐对这个领域产生兴趣。

什么是忆阻器？它将对未来的人工智能带来怎样的影响？

王中强介绍说，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已被应用到多个

领域中，而这些智能化的系统与设备则需要类脑芯片的支持。忆

阻器作为类脑芯片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十分重要。“类脑芯片是当

前非常高端的芯片之一，需要一些电子元件能够像我们大脑中的

神经突触或者是神经元一样去学习和工作，我们希望利用忆阻器

独特的非线性电学特性来实现对神经突触可塑性这种学习能力

的仿生模拟，未来建设成高能效智能信息处理器甚至更加智能化

的计算机，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从事科研工作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王中强的科研之路

也并非一帆风顺。为了突破研究上的瓶颈，他还在两位导师的建

议下进入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进行深造学习。随后的几年，经验

的积累加之对领域认知的不断加深，王中强接连发表了多篇论文

及多项研究成果，并因此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长白山青年拔

尖人才等奖项，今年，因其在科研工作的突出表现与贡献，获得第

十七届吉林省青年科技奖。对此，王中强表示，每一个奖项都是

对付出的充分肯定与回报，而他也将以此作为新的起点，向着下

一个目标进发。

理论+实践，培养更多科研人才
在东北师范大学校内，王中强身兼两职，他既是一名科研工

作者，同时也是一位老师。王中强说，有时对科研的热情并不是

与生俱来的，需要后天慢慢培养，他希望自己对科研的理解与热

爱能影响到更多学生，激发他们的科研兴趣。

“教学是为未来培养下一代人才服务的，科研也要传承，就像

我的两位导师对我的启发和影响一样。”王中强说，对于本科生，

除了在课堂上为他们讲授科技前沿动态，还会将自己的科研内容

作为实例进行教学，以加深他们对该领域深度与广度的了解，激

发他们对科研的兴趣。而对于研究生阶段的学生，则会一同走进

实验室，展开深入探讨学习。

肩负科研和教学两项任务，王中强的时间变得充实而有序。

“一般的教学工作会安排在开学的前几个月，之后就专心做科

研。”王中强说，做科研一定要严谨和坚持不懈，要对科研结果负

责。他坦言，在科研工作中，几乎没有闲暇的时间，但这却是一个

十分享受的过程，尤其当自己的付出得到正向回报的时候，自豪

感和成就感油然而生，也因此，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科研之路。

“非常有幸自己的科研兴趣能够与国家在芯片方面的重大需求相

关联，希望我的一些相对成熟的成果能尽快产业化，实现类脑芯

片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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