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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张新友考取了著名花
生育种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经济作物
研究所研究员刘恩生的研究生，攻读
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硕士学位。1988
年，在导师刘恩生的推荐下，张新友
前往“西天”印度世界著名花生研究
中心——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
所学习。在导师的带领下，他主要开
展“野生种细胞遗传及远缘杂交技术
研究”，即让野生花生和栽培品种“联
姻”，将野生花生的抗病、耐旱等优良
性状转育到栽培品种中去，以达到
改良栽培品种的目的。

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的
花生专家对这个课题研究了多年，但
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张新友一
心扑到实验中，每一个环节都细心处
理，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和实验，成功
筛选出了高抗叶斑病和锈病的花生
种子。

张新友的成果引起了外籍导师
的注意，外籍导师以丰厚待遇极力挽
留他留在印度攻读博士学位，他婉言
拒绝，于1989年底学成归国，继续留
在河南省农科院，先后承担了国家

“八五”“九五”花生育种攻关项目，主
持国家“863”重大项目等。

张新友的研究，是伴随着我国

花生产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存在的问
题展开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小麦、
花生一年两熟难题。由于花生的生
育期长，一般在130天至150多天，
所以一年内种花生就不能种小麦，种
小麦就不能种花生。过去，包括豫、
冀、鲁、皖等省份在内的黄淮海地区，
种花生只能一年一熟。但小麦是第
一大作物，不可动摇。花生主要种在
种不成小麦的地方，因此发展迟
缓。怎么办？改变不了小麦，只能改
变花生，让花生变得早熟，提早花生
的成熟期，但又不能降低产量。既要
早熟，又要高产，还得做到小麦、花生
一年两熟，解决小麦和花生争地的矛
盾，攻克这个课题，可谓难上加难。

张新友和他的团队攻难克艰，
终于培育出早熟的花生品种。而
且，他培育出的所有品种，都在 125
天以内成熟。同时，在河南、安徽、山
东、河北等省份，均可以实现一年两
熟，破解了困扰黄淮海地区多年的小
麦、花生争地的矛盾——这个贡献
堪称巨大。

30多年过去了，张新友带领的
团队先后育成“豫花”“远杂”系列早
熟、高产、高油、抗病等 33个花生新
品种，分别通过了河南、安徽、湖北、

辽宁、北京等省市的审定，其中14个
品种通过了国家审（鉴）定，9个为含
油量超过55%的高油品种，育成品
种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全国花生
育种团队中名列前茅，研究成果曾3
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豫花7
号”“豫花15号”等品种成为中国北
方花生产区不同时期的主导品种；

“远杂9102”在黄淮海地区推广年度
最大面积达500万亩左右，占该地区
小果花生面积的 25%以上，不仅是
黄淮海地区推广面积最大的小果型
品种，也是世界上推广面积最大的远
缘杂交品种。

2011年，张新友在农家花生里
发现了一个像穿着花衣服的彩色皮
壳品种，虽然品质很差、产量很低，但
他觉得这个材料的种皮颜色非常独
特。于是他把它带到了实验室，由此
开启了他对花生种皮颜色遗传的杂
交研究。如今，张新友已经培育出粉
红色、紫色、黑色及花皮等色彩斑斓
的花生品种。张新友的研究成果，获
得了5项发明专利、6项植物新品种
权。2015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
院士；2016年，当选农业部第五届农
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

2000年前后，张新友开始关注

新疆花生种植，每年都至少去新疆一
次，察看花生生长情况。2011年5
月，新疆启动了科技援疆计划项目

“适宜新疆林果业基地林间套种花生
品种的引进筛选和栽培技术研究”，
取得初步成果，当年花生在新疆创造
了第一个高产纪录。之后，张新友去
新疆的次数更加频繁。他认为，花生
在新疆待挖掘和利用的潜力很大，

仅南疆喀什和阿克苏地区就种植有
550多万亩冬小麦，如果其中300万
亩冬小麦收割后复播花生，加上林间
套种和部分单作春播花生，新疆完全
有可能增加1000万亩的花生种植
面积，有可能成为我国又一个花生产
业新区。

花生的产油率相当高，1亩地的花
生产油量相当于2亩油菜、4亩大豆。
而我国食用植物油对外依存度很高，
65%以上需要进口。从保障食用植物
油供应安全的角度来说，在新疆发展
1000万亩以上的花生，意义重大。

2016年10月，已是国家花生产
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的张新友带
领团队骨干人员再赴新疆，在阿克苏
地区新和县察看花生生长情况。新
和县在新疆天鹰科技公司品种和技
术的支持下，推广冬小麦收割后复播
花生7200亩，取得成功。同年，新疆
天鹰科技公司与阿克苏地区签约了
50万亩花生种植示范基地项目。如
今，花生已在南疆“扎根”，种植面积
不断扩大。

小芝麻大学问
1993年，30岁的张海洋拿到了

南京农业大学遗传育种专业的博士
学位，开始在河南省农科院从事芝麻

遗传育种研究。素来被人“小”看的
芝麻，在张海洋的心中却是“天”大的
事情，他对这粒小小的芝麻，已痴心
奉献了26年之久。

自“八五”以来，张海洋一直是全
国芝麻学科带头人。他在全球率先
建立了芝麻远缘杂交技术体系，创造
出一批高度抗病耐渍、高油、高蛋白芝
麻新种质，同时还探索出芝麻核雄性
不育化学保持技术，建立一套芝麻核
雄性不育化学保持二系制种技术体
系，提高了制种效率，保证了制种纯
度，降低了制种成本，为核不育二系制
种提供了新途径。另外，他主持开展
的世界芝麻种质资源收集与鉴定研
究工作，收集了国内外芝麻种质资源
1473份，构建了世界芝麻核心种质
群，对芝麻野生种和栽培种染色体核
型及近似系数进行分析，明确了芝麻
起源与进化的方向，并建立完善了芝
麻重要性状鉴定与评价技术体系，创
制出一批高油、高蛋白、抗病、耐渍、适
于机械化种植的新种质，推动了我国
芝麻育种整体技术的发展。

1999年，张海洋应邀到美国农
业部南方作物中心开展棉花和芝麻
合作研究，次年研究结束回国后，带
领团队围绕国家粮油供给安全的重

大需求，潜心开展科研攻关。
2009年，国家芝麻产业技术研

发中心落户河南省农科院，国家现
代 农业芝麻产业技术体系建设项目
在郑州启动，张海洋成为国家芝麻产
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当年，他当
选为中原学者。就在这一年，他完成
了世界上第一张芝麻分子遗传图谱，
为人类揭示油料作物进化、油脂合成
与积累提供了重要的遗传信息。同
年，张海洋科研团队先后主持国家、
河南省重大攻关课题十余项，率先通
过种间远缘杂交将野生芝麻抗病耐
渍基因转入栽培种。

2014年，张海洋主持完成了芝
麻基因组计划，建立了芝麻基因组精
细图库，发掘出芝麻产量、品质、抗
病、耐渍等相关的基因位点，为世界
芝麻遗传解析提供了重要信息。这
也是继水稻之后世界上完成的第12
个主要农作物基因组。他还利用芝
麻基因组与转录组数据开发了
SSR、SNP、InDel 标记引物，建立了
芝麻下胚轴愈伤组织诱导与植株再
生技术体系、芝麻转基因技术体系、
转基因拷贝数定量检测技
术体系，为芝麻功能基因分
析奠定了基础。 49

连连 载载

长篇报告文学《互助：中国乡村振
兴的力量》，是一部书写豫北农村扶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书，展现了千万家
农民凝聚起来、团结起来互帮互助的
强大力量，展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新
农民的时代形象。

该书主人公许文盛要在广阔的
濮阳大地，依靠最广大的农民群众，
发动群众，探索实践广阔农村、广大
农 民 从 未 走 过 的 一 条 互 助 金 融 之
路，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和抱负。
以最传统的互助文化把村庄居民串
联组织起来，用千千万万农民的钱
和一点一滴汇聚起来的力量，建立

一个个“农民互助中心”，建立属于
“农民自己的互助金融中心”，让最
贫困的农民因为入社互助取得困难
时获得帮助的资格，能够最方便地
从这里得到资金支持，让最底层的
劳动农民能够依靠“农民互助中心”
的帮助发展产业，脱贫致富奔小康。

这部书将告诉你一个发生在中
国乡村的精彩动人的中国故事，告
诉你一个人和一个团队为千万农民
创业的故事。也将会告诉你，他们
的理想和追求，他们的痛苦和彷徨，
他们的执着和奋斗，他们的成功和
奉献。

荐书架

♣ 游 磊

互助：中国乡村振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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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满竹林（国画） 许来广

♣ 吴建国

新年蹦出吉祥兔
虎去神州，兔奔华夏。“兔”在中

国是一个美好的字眼。它既是十二
生肖之一，也与人类的生命、人们美
好的希望密切相连。自古以来，无论
造型艺术、文学作品，还是民间传说、
社会风俗，都能发现兔子的影迹，瑞
兔的形象为民众生活增添了一抹鲜
亮的色彩。

兔属兔形目、哺乳纲科，由食虫
动物演化而来。兔子头部略像鼠，
耳大，上唇中间分裂，尾短而向上
翘，前肢比后肢短，反应机敏，善于
跳跃、奔跑。兔分为家兔和野兔两
宗，家兔是由野兔驯化而成。野兔
最早出现距今约 6000 万年前，经过
原兔类、始祖兔阶段，约 300 万年进
化成当今形态。目前，世界上兔科
有 9 类约 50 种，我国有草兔、东北
兔、华南兔、雪兔等 9 种。“兔”，是动
物兔的象形字，汉代许慎《说文解
字》解 释 ：“ 兔 ，兽 名 ，像 距 后 其 尾
形。”甲骨文、篆文描画的“兔”也是
长耳短尾形象。由兔字衍生出的汉
字不多,其中为人所熟悉的有“逸”
字，这是个会意字，原意是兔子跑得
快，称为“逸”。所以十二生肖中，兔
子是当之无愧的长跑冠军。慢慢

地，这个字被引申为一种“超群”的
意思。

兔子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
史。《诗·周南·兔罝》中说：“肃肃兔
罝，椓之丁丁。”意思是说，装好张张
捕兔网，敲打木桩响叮当。可见在先
秦或更早以前就有记录当时猎兔的
情景。兔子在十二生肖中位列第四，
因与十二地支“卯”配属，故称为卯
兔。《说文解字》：“卯，冒也。二月，万
物冒地而出”，指草木出土萌芽的意
思。“卯”用时间来表示，是清晨5时至
7时，乃一天的开始，充满着无限生机
和希望。因为兔是卯时之神，也是善
良、乖巧和长寿的象征，恰如神话中
所讲，兔是月亮的精灵。这一时辰对
人们的生活至关重要，而人们将兔子
和卯时联系在一起，足见大家对兔子
的喜爱和重视。

兔子不仅中国人喜欢，世上其他
国人也宠爱。西欧人甚至称兔子为

“大哥”，认为是亲切的吉祥动物。著
名小说《兔子彼得的故事》《天鹅绒似
的兔子》等，把善良聪明的兔子形象
刻画得淋漓尽致，生动诙谐，表达了
人们希望弱小者以智谋、机警和不
屈，战胜强大而愚蠢的对手的愿望。

有以兔头作为花花公子的商标走向
全世界的，影响风靡一时。兔子长长
的耳朵，短短的尾巴，毛茸茸的，蹦蹦
跳跳的活泼可爱，给儿童们带来无尽
的情趣和快乐。

在我国传统风俗中，以兔为祥兽
的文化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备受民
众崇拜。在古老的传说里，太阳里居
住着三足金乌，月亮里有捣长生不老
药的玉兔。这种玄想，与其说是初民
思维对月亮中有兔形阴影的直观所
致，倒不如说是对美好生活愿望的期
盼。更何况兔子的生理、生育特征与
月晦的周期正好一致，可见兔与月有
不解之缘，使这种传说演化为“吴刚
伐桂”“嫦娥奔月”“玉兔拜福”家喻户
晓的神话故事，流传至今。有关兔子
的成语、典故、诗句、谚语、戏曲等琳
琅满目，读来颇有意趣。民间的剪
纸、面塑、泥塑、刺绣等艺术作品比比
皆是。随着社会科学发展，现代化加
工技艺的提高，金银铜铁器、玉石、书
画、紫砂、陶瓷、漆器、邮票等，让兔子
形象更是千姿百态、活灵活现，颇受
藏家珍爱。

兔子虽然小，浑身都是宝。家
兔品种很多，分为毛用、皮用、肉用

和皮肉兼用等。兔是盘中美味佳
肴，民谚有“飞禽莫如鸠，走兽莫如
兔”“想长寿，吃兔肉”之说，早在殷
商时代，兔子就已是我们祖先的食
物来源，元、明、清时期还有烹调兔
肉的专著。兔肉是高蛋白、低脂肪、
少胆固醇的中性肉质，且营养价值
极高，有保护血管、防止动脉硬化等
作用，故得“荤中之素”“健美肉”之
誉。兔皮是好裘，毛为高等毛纺原
料，脊背上的硬毛可制高档兔豪笔，
内脏、骨头甚至兔粪都可以入药治
病防病，家兔还是科研、教学、医疗
的实验动物。兔子抗病力强、对环
境适应性好，耐粗饲料，繁殖能力
强，养殖成本低，兔子不危害人类和
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
奉献。

金虎长啸而去，玉兔疾奔而至。
吉兔，象征着希望和朝气，在兔年来
临之际，我们不妨在工作中从兔子

“矫健、敏捷、顽强、疾奔”的特性中吸
取所长，避其在“龟兔赛跑”中滋生的

“骄傲自大”之短，提振精神奋起直
追，尽职尽责行稳致远，努力拼搏实
现赶超，让我们祖国的发展势若脱
兔，愿华夏儿女大展鸿“兔”。

聊斋闲品

♣ 韩心泽

夜色如水月如钩
日落月出，是一次次辉煌的谢

幕，也是一场场梦幻的开始。
当城市里华灯初上，伴随暮色四

合，幽蓝的天幕下盛放出一大片一大
片璀璨炫丽、如梦如幻的光影，迅速
湮没了夕照与晚霞。此时，我总觉得
不是城市要入睡了，反倒是渐渐从睡
梦中醒来了，一切都显得兴奋甚至亢
奋，激动甚至躁动。

路灯率先点亮城市夜色，车灯路
灯霎时把一条条大街小巷交织成流
光溢彩的光带。万家灯火也随之从
无数窗口透射出来，高高低低的楼宇
逐渐变得玲珑剔透、光怪陆离，尤其
那些高楼大厦更是炫耀般的通体通
明，异彩四射，霞光般渲染着楼顶夜
空。高楼大厦间，装饰豪华的酒店、
货品琳琅的商超，在灯火辉映中更显
金碧辉煌、富丽堂皇。在这富丽堂皇
的氛围中，由鲜艳的彩色灯带组合成
的店铺招牌与门头广告让人眼花缭
乱。但真正招摇、醒目、惊艳的却是
动辄占据高楼大厦一大块甚至半壁
墙面的大屏幕广告，俊男靓女或成功
人士一遍又一遍展示着各种奢华的
商品，把光影与诱惑潜移默化地投射
到沿街各色行人的身上与心中。而
最让人沉醉的还是江城相映、湖城相

映的景象，满城灯火长长短短的倒映
在水面上，忽而聚合，忽而荡碎，或者
模糊成满江满湖流荡的油彩，比具象
的一城华灯更加绚烂、迷幻。

灯光比阳光更能诠释一座城市
的发展，城市越发展夜景就会越迷
人，越来越多的夜景成为一座座城市
的标志性景观。

争奇斗艳的灯光赋予城市变幻
迷人的色彩，白天里素颜的各类钢筋
水泥建筑被浓妆艳抹，华丽变身，绮
丽又迷离。熙熙攘攘穿行在商业街、
夜市与娱乐场所的男男女女，流连
着、谈笑着，嘈嘈切切的声音，汇合在
一起，也比白天更加喧嚣。

城市华灯与夜生活，是人们对白
天紧张劳累工作节奏的反弹，是对创
造了丰富物质生活却没时间消受的不
甘，是对白天里失去的自我的安慰与
寻回，是人们多彩梦境的替代品。而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灯红酒绿

不再是少数人拥有的奢靡，只要愿意，
普通人就可享有快意的灯火人生。

城市的灯火，诱惑着我们活色生
香的各种欲望。尽管晚餐多吃不利
于健康，但最铺排最丰盛最费时的往
往是晚宴。尽管熬夜最伤害身体，但
夜生活越来越丰富却让越来越多的
人不忍不愿不肯早睡。还有些人的
工作时间延伸到深夜，有些人夜晚才
是他们的工作时间，是他们为繁华绮
丽的城市夜生活提供着基础条件与
充分保障。

这是一个物质生活富足到需要
节制的时代，也是一个让人们忘记了
舒适安静的睡眠才是对夜晚最好的
消受方式的时代。

如果我们从城市之外，比如置身
一片旷野，或站在一座高山上看城
市，更能感受到灯光与黑夜的冲突、
寂静与喧嚣的摩擦、欲望与节制的矛
盾。那灯光迷失在黑夜里，那黑夜破

碎在灯光中，那些黑夜中刺目的灯
光，仿佛就是黑夜的碎裂之声。

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在夜色阑珊
中迟迟回家。到了这时，你最希望亮
着的家的灯光却是暗的，你这才想
起，本是给妻儿打过电话的：回去不
会早，別等我了。唯有这时，你才有
可能仰头望向天空。城市的灯光渐
次暗淡，唯有月亮温和亘古的慰藉着
我们的目光与心绪。

城市的灯光越来越强势，逼得月
色节节败退。对于城市的夜空，月亮
已淡化成一枚惹不起注意的标本，被
城市的灯火淹没，在城市人的时间观
念里沉沦。此情此景，月亮更像一只
超然物外的旁观的冷眼。

如果说月华如水，城市的灯光更
像溶解了富足物质生活的一杯饮料，
活色生香、鲜亮甜腻，但为什么，却总
是安抚不下心中的某种情思与渴盼？

夜已深沉，月色被楼宇几何概念
般的身影抽象，月亮则被几根横逸的
电线切割，城市夜色此时清寂而凌乱。

不管如何，疲惫的你我，都需要
一场好睡。因为，城市的灯火，诱惑
着我们光怪陆离的各种梦想，也激发
着我们为更加美好的明天奋斗的动
力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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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来的杨树枝截成段、垒起来
成为香亭的另一抹亮色
龙枣树、猕猴桃、土灶台
代替小黑狗守家
去年繁茂的积水，被父母的笑声击退
元旦日，像掀去篷布的
小苔菜一样给力
从楼下走到楼上，从院里走到院外
微陷的地板砖
旧木床木箱木桌子
果枝，红萝卜，玉米穗
抓钩、笤帚、水桶、铁铲铁锨
……数不胜数的小伙伴
跟随着我。这个新年到来的依然
兴高采烈

堤边人家

黄河大堤是一条妩媚缆绳
香亭村是堤边众多花瓣中的一个
以前的傍堤塘，水势浩大
以前的天然文岩渠，鱼虾众多
记忆的身影，穿梭于
忽左忽右的波光粼粼间
那时的麻雀、泥鳅、芦苇
多了些野性
那时出工、下晌的牲畜，慢慢悠悠
那时拾滩柴的架子车
驮瓜果的自行车，满心踏实
那时的埝南学校里
多么热闹……河底清淤
堤身加宽，原先在心中作地标的
护堤人小屋，随之烟消云散
堤坡上的草蓊蓊郁郁
只是再无镰刀、铲子稀罕它们
牛马驴已经很少
猪兔羊像各种车辆器械一样
都有了精细的饲料
元旦日我坐在堂屋当门
等待大堤上能再传来一声呼唤
可结果是，连这点菲薄、小小的要求
也无法满足

水声清脆欢快，在静寂的雾蒙蒙
的早晨听起来像一首歌谣。沉寂了一
夜的水有些冷，缩了缩手，而要淘洗的
五颜六色的食材倒很坦然，汇聚了大
半碗，花生、红豆、黑米、芸豆、百合、莲
子、大枣、玉米仁，这些食材都是网上
购买的。

它们来自何方呢？在哪片土地上
生长，沐浴了哪里的阳光和月光，骨子
里藏着哪个地方的风景？

一想到它们穿过了山山水水，千里
迢迢从大江南北汇聚到素不相识的一
户人家的厨房里，熬煮成一锅香甜软糯
热气腾腾的粥，给予人温暖和营养，这
固然是食物的职责和使命，但每每心生
感动。

又觉得它们不只是给人温暖营养，
它们身上还有时间的印迹。上善若水，
而时间和水一样，亦是这茫茫尘世里温
情厚实的笔触。

俗语言，过了腊八就是年。在众
多习俗里，腊八是很有时间感的。腊
八之前，过新年的氛围不足够浓郁。
一到了腊八，时间仿佛长了脚，开始一
路欢快地跑向新年的大门。人间到处
是欢欣和热闹，忙着迎新年，置年货。
迎接新的开始，旧年那些不开心的事
就可以抛开了。

年少时很期盼腊八，腊八过了，就
要放寒假了，年一天天近了，有很多好
吃的，有新衣穿，又长大了一岁。

腊八节吃腊八粥，在我们那里是
很郑重的事。和现在各种食材熬煮在
一起的粥不同，少时的腊八粥做起来
是简单的，但家家户户在这一天都会
吃米粥。平时，以自家田里的小麦面
粉为主食，早晚的粥其实是面粉做的
稀饭。腊八节这一天，才会特意买些
米煮粥，淘洗干净了，倒进大铁锅里熬
煮，煮得浓浓的，稠稠的。再炒上两个
菜，配粥吃，后来条件好点了，很多人
家都会去街上买点肉，炖白菜粉条。
因为平常吃面食，这样简单的白米粥
味道却让人念念不忘。

知道真正的腊八粥是在很多年后
了。那时我刚到这个城市不久，腊八
节那天早上，同事用保温杯给我带了
一杯粥，大枣、花生、糯米、红豆……
很多食材融汇在一起，甜甜糯糯的，
是不同于白米粥的很丰富醇厚的味
道。我一直记得那天下着大雪，路很
滑，同事抱着保温杯艰难地走在雪里
的情景。

同事是本地人，我们都住在单位的
宿舍，因为天不好，她本打算腊八节不
回家了，但因为头天我们讲起了腊八粥
的事儿，她想让我尝尝这里的腊八粥的
味道。

从一杯腊八粥里，我感受到这个城
市里的人朴实热情，消解了初来乍到的
陌生和孤独。

后来，这个城市给我的好感竟还
是和粥有关。在郊区的一户人家里，
我租住过一段时间。房东是位老太
太，她隔三岔五就会煮一锅类似于腊
八粥的粥，再烙一些大饼。常常，晚
上下班刚到家，门就响起了，老太太
笑眯眯地一手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粥，
一手端着盘子，盘子里放着饼，还有
她自己腌的咸菜丝。像自己的长辈
一样周到贴切。

我总是很不好意思，老太太把粥
递给我，更确切地说，是很热情地塞到
我手中，拍着我的肩膀说，这有什么，
一碗粥的事，下班那么晚，一个人不值
当再做了。

一碗粥的事，很小，却让人感受到
江河湖海的辽阔。

一碗粥，热气腾腾，有日月星光，有
人世长长的温暖。

诗路放歌

♣ 李志胜

新年歌

百姓记事

♣ 耿艳菊

腊八粥里情味长

（外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