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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温热的风吹过，河北曲周县麦
浪翻滚，丰收在望。

难以想象，如今生机盎然的田野，曾
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滩。

46 年，中国农业大学科研群体扎根
这里，挥洒汗水和热血，有的甚至长眠在
此；

46 年，学校和地方、农民和师生，紧
密结合在一起，责任、奉献、科学、为民的
精神，深深融入中国农大人的血脉。

扎根奉献：“改不好这块

地，我们就不走了”

在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和位于
北京的农大校园中，两块刻着“改土治
碱，造福曲周”的石碑隔空相望。

曲周，地处河北省南部黑龙港流域
低洼地带，历史上是有名的“老碱窝”，曾
有 28 万亩盐碱地，占全县耕地近 40%。

“春天白茫茫，夏季水汪汪，只听耧
声响，不见粮归仓”是历史上曲周的真实
写照。早在明朝崇祯年间，曲周县志上就
有“曲邑北乡一带，盐碱浮卤，几成废壤”
的记载。

1973 年，原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
农业大学)的老师们，接到层层转达的周
恩来总理关于改良盐碱土的指示。

“当时北京农大副校长给我打电话，
说想让我去曲周看看，先摸下情况，再设
一个治碱点。”

在回忆录里，两院院士、中国农业大
学教授石元春这样描述初到曲周县的景
象：麦田里片片白花花盐霜，像天上浮
云，时淡时浓，飘忽不定。渠边路旁，田埂
沟旁，到处都被涂抹上了盐霜的白色，地
里很少有农民劳作。

这里没有麦浪，只有满目的苍凉。
“没想到离北京这么近的地方，盐碱

这么厉害，百姓这么苦。我们是学土壤
的，是给土地治病的，我们有责任把这块
土地治理好，让老百姓生活好起来。”

就这样，1973 年 9 月初的一天，石
元春、辛德惠、林培、毛达如、雷浣群、黄
仁安、陶益寿几位老师赤脚蹚着水进了
盐碱最重的张庄村。

在这里，住的是“三漏房”——— 几间
土房漏风、漏土、漏雨；吃的是“三合
面”——— 高粱面、红薯干、茅草根掺在一
起；喝的是“苦咸水”——— 村里的水又苦
又咸，初来的人都免不了拉肚子。

“你们到底能待多久？”当时的张庄
村党支部书记赵文心里打鼓。此前来过
不少治碱工作组，大多都是不了了之。

“改不好这块地，我们就不走。”农大
团队回答干脆。

月光洒进破漏的屋顶，他们开始了
治理盐碱的战斗：

查文献、找病根。他们查阅国内外大
量文献，四处寻访地方干部群众，对张庄
盐碱地的土壤和水质做化验，终于摸清
了当地地下水盐运动规律：这里属于半
干旱季风气候，春旱夏涝，雨涝使地下水
位上升，盐随水返到地面；春旱又让土壤
中的水分大量蒸发，让盐分留在地表。常
年如此循环，使得盐碱地危害难以根除。

开药方、做试验。他们多次论证、研
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采取“井沟
结合，农林水并举”，通过灌排渠系规划、
井灌规划、林带道路配置、坑塘和沟渠蓄
水、平地和深翻、机械化施工等，开展综
合治理。

夏天顶着骄阳和农民一起挖沟，身
上晒起了泡；冬天不顾严寒跳进冰冷的
河水打坝；和老百姓一起推独轮车，穿行
阡陌之间；喝着咸水吃薯干，拉肚子脱了
形……

扎根这里，改土治碱。在张庄村南
400 亩以荒碱为主的重盐碱地试验区

上，农大科研组判断：咸水是可以利用
的，改造也是有可能的。

改造效果确实明显。经过几年的治
理，试验区防涝能力提高了 4 倍，中度和
重度盐碱地由 67% 降到 7%。

一年夏天，连日大雨，降雨量达到
280 多毫米。其他地上的庄稼早已趴下，
而试验区的玉米仍直挺挺站立田间。“真
没见过盐碱地里能长出这么好的庄稼！”
附近的农民心服口服。

昔日的“盐碱滩”渐渐变成“米粮
川”。1972 年，张庄村粮食亩产量只有
79 公斤，而到了 1979 年，这里的粮食亩
产量超过 300 公斤，从此结束了吃国家
救济粮的历史。

张庄改土治碱的成功为黄淮海平原
的盐碱地治理带来了希望。此后，旱涝碱
咸治理成果走出曲周，推动了我国涉及
3.8亿人口、4.7亿亩耕地的低产田治理。

进入 21世纪，解决了温饱的曲周人
民，又面临水资源紧张、农业生产资源环
境代价大等难题。

扎根这里，持续攻关。农大师生依靠
科技在当地进行综合开发，提高土地生
产力和水土资源持续利用，努力推广高
产高效技术，发展多种作物：

2006 年，时任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
环境学院院长的张福锁带领师生来到曲
周，决心探索一套“作物高产、资源高效、
环境友好”的集成技术；

2009 年，中国农业大学在曲周乡村
建起科技小院；

2018 年，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绿色发
展示范区在曲周建立；

……
如今，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

代，中国农大师生们踏上为农服务新征
程。

“农作物根深才能叶茂，我们农业工
作者就像农作物一样，必须两脚扎在农
业生产一线的泥土里，才能更好地实现
自身价值。”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科技小
院创始人之一李晓林说。

创新为民：“作为科研工
作者，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深刻
地理解这块土地，为土地带来
变化”

曲周的故事，一直围绕土地与人而
展开。

46 年来，在这块土地上，有一些东
西从未改变。

“我们能成功的关键是坚持科学精
神。我们不是在改变自然，而是尊重科学、
努力找到自然的规律。”农大人这样说。

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46
年来，科学精神一直指引农大师生不断
地探索土地的机理，探究遵循客观规律，
使土壤更健康、产出更丰盈、乡亲们的生
活更富裕。

2009 年，51 岁的李晓林决定从实
验室走向田间。此前，他已经在中国农业
大学学习工作了 30 多年。

从事植物营养研究的他坦言转型很
难，“究竟能不能把庄稼种得比农民好，
我心里没底”。

“163 亩的核心方，59 户农民，74
块地”。李晓林选择曲周白寨村作为自己
的“基地”，第一个任务是“建立一个成方
连片的玉米高产高效示范方”。

“农大在曲周设有实验站，但我们发
现一墙之隔、实验站内外，地里的产量相
差很大。如何能让科研成果走出围墙，真
正让农民用起来？设立科技小院的想法
由此产生。”李晓林说，“人住在哪里，才
会真正琢磨哪里的事情。吃住在村里，才
会真正考虑乡村的需求。”

从北京到曲周实验站，再从实验站
搬到农家小院，生活条件越来越艰苦，但
农大师生和农民的心贴得越来越近，对
生产的观察越来越真切，解决问题的思
路越来越清晰。

白寨科技小院设立的当年，白寨村
夏玉米明显增产，科技小院收获了第一
场胜利。

10 年来，科技小院师生先后研究或
引进冬小麦、夏玉米、西瓜、苹果、葡萄、
棉花等作物高产高效技术 37 项。仅小麦
深耕一项技术，就使当地小麦产量平均
增产 6%。

实践出真知，创新无止境。在曲周，
中国农大致力与当地政府、企业等各方
不断拓展合作，促进资源汇聚，科技之花
在实践的沃土中绚烂绽放：

——— 绿色种养业不断发展。优良新
品种和生态友好种植技术加快推广，种
养一体化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成果初显。

——— 产业链不断延长。一二三产业
加深融合，生物科技产品走向世界，蔬
菜、花卉育苗产业兴旺。

——— 国内外智力汇聚。来自英国洛
桑试验站和美国、荷兰等地高校的专家
教授，带来世界绿色农业发展最前沿的
理念和技术。

……
从改土治碱把土地治理好，到挖掘

土地潜力增加产出，再到如今关注土壤
健康，探寻人与土地和谐共荣之路，46
年来，农大师生在扎根乡土的同时，对于
土地的理解不断深入。

“我一直告诉同学们，作为科研工作
者，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深刻地理解这块
土地，为土地带来变化。要站在潮头，为
国家的农业绿色发展找到好办法。”如今
已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张福锁说。

春华秋实。土地孕育果实，滋养希
望，人也在土地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

“我们越来越发现，这片土地上要解
决的不仅仅是农技问题，更多的是社会
问题，于是学自然科学的我们也开始关
注社会科学。”中国农大副教授、曲周实
验站副站长张宏彦说，留守儿童、农村垃
圾、贫困等问题进入越来越多农大师生
的视野。

在人与土地不断互动中，人与人的
关系也在悄然发生化学反应。

在农大曲周实验站的院子里，常有
当地百姓和农大师生来到中国工程院院
士辛德惠的墓碑前祭扫。

从改土治碱到此后农业综合开发，
曲周倾注了以辛院士等为代表的几代农
大师生的心血。辛院士去世后，一部分骨
灰留在了曲周——— 这个他奉献了半生的
地方。

曲周，农大；村民，师生。虽有时空变
幻，近半个世纪的情谊从未改变。

如今，鱼水深情在无数个科技小院
中涌动———

“村民们特别热情，总给我们送菜，
常常看到我们就说，地里的菜吃不完，你
们快去薅薅吧！”

“今晚在实验站开会，告诉阿姨我会
晚点回家，结果夜深时候在院门口，看见
阿姨一直打着伞在雨里等我。”

“脚扭了，下地做饭困难，邻居发现
后天天让我上她家吃饭。”

……
在科技小院学生日志中，除了推广

农业技术，写得最多的就是来自村民们
质朴的关怀。

曲周实验站里，一棵 39 年前栽下的
柳树已是枝繁叶茂。大树见证了农大师
生和曲周人民的情谊，厚植于土中，不断
向更辽阔的天空舒展。

“‘先有实验站、后富曲周县’，曲周和
中国农大的情谊水乳交融，历久弥新。”
曲周县委书记李凡说。

薪火相传：“在田野中书

写‘青春答卷’”

初夏，天刚蒙蒙亮，曲周槐桥乡相公
庄村一处院落已从寂静中苏醒。

院子并不大，几间整洁的砖房前整
齐地种满了刚刚冒出嫩芽的满天星、鸢
尾花和辣椒苗，几株梨树、枣树和苹果树
郁郁葱葱。

一切看起来就像个普普通通的农家
院，只有墙上“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
英才”的校训提示人们，这是一个中国农
业大学的科技小院。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的研究生贺敬芝和张俊娜就生活在这
里，每天骑着三轮车进果园、下田地，做
农业减肥增效试验，和乡亲们一起给果
树施肥剪枝、打药防病，晚上回家后还要
进行数据分析、写工作日志……

在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特色实践
育人机制下，像贺敬芝和张俊娜这样的
专业硕士，三年的硕士培养，有两年都在
田间地头完成。

科技小院确立了“住一个科技小院、
办一所农民田间学校、培养一批科技农
民、研究一项技术、建立一个示范方、发展
一个农业产业、推动一村经济发展、辐射
影响一个乡镇、完成一系列论文、组织好
一系列活动”的研究生培养“十个一”模式。

学生们吃住在农家，饭菜简单，厕所

简陋。他们还要干农活，学习田间试验
技术，进行农户访谈，对农民进行技术
培训，帮助农村孩子补习，与村民一起
举行联欢会，观察分析农村的各种问
题……

张宏彦告诉记者，农大的学生中
有不少是城里的孩子，而农村学生中，
也不都经常下地干活，农业知识更多
来自于书本。

通过科技小院的培养模式，实现
了科研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学生也在
不断历练中成为“懂农业、爱农村、爱
农民”的具有三农情怀的人才。

让白花花的盐碱地改变颜色，这
是写在泥土里的论文；让田野处处洋
溢丰收的喜悦，这是交到农民手中的
答卷——— 老一辈农大人的精神薪火相
传，一代代农大师生在田野上书写爱
国与奉献、拼搏与奋斗、严谨与求实的
青春篇章。

2009 年 6 月，从小在城市长大的
曹国鑫第一次真正走进农村，并在这
里一住多年。

曹国鑫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
境学院 2009级研究生，也是科技小院
的第一批入驻者。

刚刚来到村里时，他极不适应：
“这里没有安静的图书馆，没有便利
店、咖啡馆和快餐厅，没有招手即停的
出租车，没有舒适、优越的条件。总之，
年轻人的生活元素在这里损失了大
半，甚至是一无所有。”

但，这样的失落并没有持续太长
时间。

2009 年 7 月，一场罕见的大风造
成曲周大面积玉米倒伏。按照农民的
传统做法，是赶紧将玉米扶正。然而，
这次倒伏发生在玉米抽雄前，不会影
响授粉等过程，且可以自行恢复，如果
人为扶正，反而容易造成玉米茎部折
断，导致减产甚至绝收。

在老师的带领下，曹国鑫等迅速
组成队伍，向农民传授相关知识，进行
技术推广。

“被吹倒的玉米站了起来，我们与
村民之间的感情也因为这场风被拉得
更近了。”曹国鑫回忆说，“这个收获的
秋天，我心中的满足感与幸福感早已
吞噬了城市的优越感”。

在一个个实际问题的解决中，科
技小院的学生们迅速成长起来，从“一
问就倒”，变成了“百问不倒”。

“以前走在路上很怕遇到乡亲们，
很多问题都答不上来。后来我们把问
题都记录下来，通过各种途径找答案、
求结果，现在基本上常见的问题都能
解答。”贺敬芝跟果农一起疏果、套袋，
研究果树“落叶病”，在摸索、实践中增
长见识。

正因为这样在实践中锤炼出来的
能力，每到就业季，科技小院的学生们
就成了“香饽饽”。

“很多同学还没毕业，就已被提前
‘预订’。”李晓林告诉记者。

2009 年以来，科技小院已培养了
数百名实践能力突出、综合素质高的
农科应用型研究生人才。其中，选择去
农业相关行业岗位工作的高达 90%。

挥洒在泥土中的汗水激发了科研
灵感、丰富了科研素材。

自 2009 年以来，全国科技小院先
后参与发表学术研究文章近 200 篇，
其中与科技小院工作有关的一些研究
结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实践证明，学生们的科研水平既
能顶天，在国际一流期刊发表；也能立
地，在田野中书写‘青春答卷’，把论文
真正写在大地上。”张福锁说。

从改土治碱，到科技小院，从谋划
绿色发展，到思考乡村全面振兴……

46 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与曲周的
故事中，不断变化的是突破的重点和
攻关的方向，永恒不变的是爱国情、报
国志，是不忘初心、执着的信念。

(记者孙杰、胡浩、于文静、范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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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5 月 8 日无人机拍摄的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左上：4 月 19 日，河北曲周县德众科技小院的学生在葡萄种植园采
集实验数据。左下：4 月 19 日，中国农业大学学生在曲周实验站做实验。右上：5 月 29 日，在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英国学者
在中英合作项目研讨会上发言。右下：5 月 29 日，中国农业大学师生在曲周一处麦田查看小麦长势。 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爱国情 奋斗者

（上接 1 版）

一以贯之的精神洗礼

3 月 20 日下午，青海省委党校小礼
堂内座无虚席，一场题为“青藏公路之父
慕生忠开路精神”的党课在此举行。

高原雪山和黑白老照片的背景中，
海西州委党校高级教师白继红和同事们
演绎着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人的“开
路故事”。当台上的“筑路工人”挥动大
锤、相互鼓劲“死，也要头朝拉萨”时，台
下的党员干部无不眼眶泛红、心潮激荡。

一场创新的党课宣讲，一次震撼的
精神洗礼。

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体党员
中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鼓励党员
干部勇于担当作为的一个剪影。

开展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
身建设的重要措施。从延安时期的整风
运动，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全党分期分
批开展的全面整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
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党性党风教
育，再到新世纪以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
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活动……

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实

践中，总是坚持根据形势和任务的新变
化、时代发展对党的建设的新要求，在全
党开展集中教育，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
础、提升党的战斗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集中教育这个
优良传统，又有了新的传承和发展———

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10 月，以县
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为重点，中央政治局带头，全党深入开
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2 月，开展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1 . 8 万名县级以
上党委(党组)书记带头讲专题党课，对
党员干部在思想、作风、党性上又一次集
中“补钙”“加油”；

2016 年 2 月以来，在全体党员中开
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
员”学习教育并将其常态化制度化，进一
步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
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基层延伸……

“‘欲事立，须是心立’。加强思想教育
和理论武装，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
务，是保证全党步调一致的前提。”在党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指出。

从思想建党入手，我们党抓住思想教
育这个根本，通过一次次集中教育，始终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党自
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聚焦作
风建设，集中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党内突
出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
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聚焦县处级以
上领导干部，在深化“四风”整治、巩固和
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基
础上，对领导干部修身做人、干事创业提
出进一步要求。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定位为全面从
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推动党内教育从
“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
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

一个勇于自我净化、自我革命的政
党，才能永葆先锋本色；

一个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
党，必将挺立时代潮头。

5 月 7 日，随着最后两个贫困县延
川、宜川脱贫退出，革命圣地延安告别绝
对贫困！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
终于领导老区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奇迹背后，离不开延安市 1784 名干
部驻村担任第一书记扎根基层，1546个

驻村工作队直插一线，3 . 74 万名干部联
户包扶攻坚克难……

“党的好作风又回来了！”历经数次
党内集中教育的洗礼，党风政风为之一
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

党内集中教育，推动党的自我革新。
政治建设上，全党“四个意识”更加

牢固，“四个自信”更加坚定，“两个维护”
更加自觉；思想建设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共产党
人的精神支柱高高挺立；组织建设上，党
员管理更加有力有效，基层组织活力迸
发；制度建设上，一些好经验好做法固化
为党内法规……

传承发展好党内集中教育这个优良
传统，我们党必将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在各种风浪考验中朝气蓬勃、一往无前。

面向未来的自我革命

初夏时节，赣江两岸郁郁葱葱，欣欣
向荣。

5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央
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于都，深情缅
怀当年那段峥嵘岁月：

“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党和红军
就是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

意志，一次次绝境重生，愈挫愈勇，最
后取得了胜利，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
迹。”

回顾过去的艰难困苦，是为了坚
定今天的理想信念，鼓舞全党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不畏风雨、继续奋进。

今天，中华民族正处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近在眼前，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
启。越到关键时刻，越需要响鼓重锤。

环顾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
代主题，同时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
突出，逆全球化思潮正在发酵，保护主
义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黑天鹅”“灰
犀牛”不时冒头。越是面对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越需要保持定力，增强信心，
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审视国内，经济转型升级仍处于
爬坡过坎期，三大攻坚战仍需持续全
面发力，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发生
深刻变化，各种风险挑战前所未
有……越是在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
半山路更陡的时候，越需要迎难而上。

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
伟，内外环境越复杂，越要增强忧患意
识，越要加强党的建设。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高瞻远瞩，
正逢其时。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是进行‘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教育的最好时间节点。”

对于这次主题教育的具体开展，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部署———

明确总要求：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

指明根本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锤炼
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共同奋斗；

提出五项目标：理论学习有收获、
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
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

……
精雕细琢始得玉，千锤百炼方成钢。
通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全党上下必将开启一场新的自我革
命，使全体党员干部永葆初心本色、永
立时代潮头，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
品格，锻造坚强自信团结的领航力量，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朝着民族复兴
的伟大梦想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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