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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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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6月 26日，“北大荒寒地水稻之父——徐

一戎纪念馆”在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建三江分

公司七星农场徐一戎寒地稻作文化基地落成，以示

纪念。

徐一戎（1924.04—2014.05），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北方水稻
科学技术协会荣誉理事长、黑龙江省水稻研究会副理事长，终身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待遇。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黑龙江省特等劳动模范、全国粮食
生产突出贡献农业科技人员称号。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岳海兴

在黑龙江，很多“60 后”“70 后”的记忆中，总是
或多或少地留有这样一个场景：过年过节时，父母
会背上一袋面，到附近种植水稻的村去换大米。
回家为孩子们捞上一锅大米饭，几乎不用吃菜，一
盆米饭眨眼间就会被吃干净。

这个场景背后，是当时在北纬 45°以北的高寒
地区，因为种植技术方面的原因，水稻产量极低。
所以，吃上一口香喷喷的大米饭成了很多人的
梦想。

为了这个梦想，徐一戎择一事、终一生，将毕
生精力投入到寒地水稻种植中来。今年是徐一戎
诞辰 100 周年，2024 年 6 月 26 日，“北大荒寒地水稻
之父——徐一戎纪念馆”在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
公司建三江分公司七星农场徐一戎寒地稻作文化
基地落成，以示纪念。

信念只有一个

七月的三江平原，处处是一望无际的水稻。
七十多年前，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遍布沼泽荒野。

新中国成立初期，徐一戎来到黑龙江密山农
场，成为早期进入北大荒从事农业开发建设的垦
荒人之一。

翻开北大荒的种植史，这里一直以种植麦、豆
为主，水稻种植零星无几。有朝鲜族的稻农曾做
过尝试，最高亩产不过 100 公斤。据史料记载，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原嫩江省、松江省兴
建了一批公营机械化农场和劳改农场开发水稻种
植，第一年面积仅为 1867.5 亩，平均亩产只有 34.9
公斤。北大荒始终被看作是水稻的禁区。

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徐一戎开始了提高寒地
水稻产量的探究。他的信念只有一个，就是让更
多的人能吃上香喷喷的米饭。

1974 年春天，50 岁的徐一戎开始了直播水稻
高产的试验。过去，这个领域，一直都是空白，没
有人深入地研究过。

想在高寒地带种水稻，选育种子是第一道难
关 。 为 此 ，徐 一 戎 开 始 了 寻 找 种 子 的“ 万 里 长
征”。他四处写信求援，只要有一点线索，不管多
远他都要走上一遭。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宁
夏、新疆……他跑遍所有的寒地省区，六年多时间
里行程近万里，收集到了近千份品种材料，为开发
北大荒寒地水稻第一代品种提供了丰厚的亲本
资源。

为了方便研究，徐一戎住进单位，在 8 亩半试
验地里开始了耕耘。他先将试验田量出 6 分地，然
后划分成几十个小区，按品种特性，分成三个熟期
类型，每份材料播 5 米行长，一行一行地播下了 730
个品种材料。在这 730 个品种中选出 30 个品种播
进了余下的试验田里。

这一段时光是徐一戎最忙碌的时候，他和助
手几乎承担了所有的试验内容。3 月末，倒春寒还
在施威。徐一戎和助手带着农工一起去打水田的
池埂子。泡田时，池子里还挂着冰碴。靴子往泥
里陷，干起活来不方便，徐一戎就挽起裤脚，赤脚
下田，在水里一干就是大半天。早春的水田里，冰
冷激骨，出水时常是双脚麻木。

夏天，为了准确及时地观察水稻长势长相变
化，徐一戎泡在水田中，一泡就是一小天。烈日、
暴风骤雨都是家常便饭。徐一戎和助手一起整
地、播种、施肥、灌水、除草、灭虫、收获，整个过程
一项不落，详细地调查、收集、记录每一个数据。

徐一戎将试验田分成一个个小单元，每个单
元设 3 个调查点。每个调查点定 10－20 个样株积
累数据。这样的调查点近 300 个，3 天调查一遍。
他和助手白天记下叶片数、叶片长、叶形态、叶面
积，利用每天晚上和星期天归类分析。

由于条件限制，对这些采集到的数据，他们只
能用笔算，用算盘算。数据太多，他们就借来计算
尺；大数据计算时，他们就求助于一家科研所的手
摇计算器。就这样，三十多项、十多万个数据，一
点一点地计算出来。徐一戎如沙里淘金，捕捉寒
地水稻的生育特点、高产途径。

徐一戎的学生，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党委委
员、副院长解保胜回忆，在进行寒地水稻栽培的研
究过程中，徐一戎夙兴夜寐、精益求精，他不是特
立独行，而是走团队合作的技术路线。在研究的
过程中，实验仪器设备的短缺、经费不足等，给他
们的研究带来了阻力。为了节省经费，徐一戎创
造了很多土办法，例如搞灌溉技术研究时，没有精
准的测量灌水量的仪器设备，就想办法拿水桶，一
桶一桶地测量，用这种最原始的办法来记录。

经过 10 年的潜心研究和反复试验，徐一戎的
“寒地直播水稻早熟高产栽培技术”研究取得了重
大突破。他重点推广的“合江 19 号”首次突破直播
水稻亩产千斤大关，创造了黑龙江省直播水稻栽
培史上的单产最高纪录，寒地水稻禁区的大门第
一次被叩开，水稻和玉米、大豆一样，进入北大荒
主栽作物行列。

与“倒伏”“冷害”交手

寒地直播水稻早熟高产栽培技术的突破给徐
一戎团队带来的喜悦还没有褪去，另一个问题出
现了：倒伏。

水稻直播栽培方式是指水稻种子不经过育秧
和移栽，直接将稻种撒进浅水田里。这种栽培方
式有明显的弱点：秧苗整齐度差，根系生长比较
浅，秧苗在冰冷的水田里往往扎不住根，容易倒
伏。徐一戎长久地蹲在田埂上，思考秧苗倒伏的
解决方案。几番试验过后，他提出了“立针期晒
田”的栽培方案，“水稻就像人，想活下来，就得让
它使劲往下扎根找水分。”为了让水稻把根扎深，
徐一戎一反多年水稻种植传统，让刚刚出苗的水
稻长在排干水的田里。这样，水稻的根系就会更

加发达，根扎得也深，不容易倒伏。从此，寒地水
稻长期水层灌溉的栽培模式被彻底改变，播种后
浅水、立针期晒田、分蘖期浅水、分蘖末期再晒田、
减数分裂期深水、齐穗后浅水间歇灌溉的“三浅、
两晒、一深”灌溉方法，极大地提高了水稻栽培技
术，成为北大荒稻农的“看家本领”。

1981 年初秋，一场突来的早霜冷害给水稻种
植造成了严重损失。秋后一算账，平均亩产还不
足 150 公斤。这之后，北大荒的水稻种植面积就由
43 万亩降到了 18 万亩。

这场早霜给徐一戎当头一棒，他认识到，寒地
水 稻 种 植 的 关 键 性 问 题 是 如 何 解 决 抗 御 冷 害
问题。

徐一戎带着助手，倾入全部心血研究这一难
题。他在此前的二十多年观察研究中发现，水稻
是喜温、敏感性作物。进入孕穗期，如果连续出现
日平均 17℃ 以下的低温，水稻就会大幅减产。与
冻害不同，冷害是不动声色的。在孕穗期间只要
有连续 3-5 天的低温天气，就会空壳、瘪粒。

经过反复思考，徐一戎确定了“寒地水稻计
划栽培防御冷害技术”的新研究课题。为了掌握
第一手材料，徐一戎选择出二十多个品种进行了
耐冷性试验。因为条件有限，他们就将秧苗栽在
六十多个花盆、十多个木槽里，放在经过处理的
畦池中，用井水考验耐冷性能。同时，通过技术
调控，让水稻分蘖期提早、长穗期提前，错开低
温段。

徐一戎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大胆的实践
证实，北大荒寒地稻区，前期升温慢、中期高温时
间短、后期降温快。掌握了当地气温规律，着手
预报水稻低温敏感期；明确了水稻生育及栽培界
限时期，开始选用适于当地温度条件的耐冷早熟

高产品种。他以叶龄生育进程和长势长相为指
标进行计划栽培，以肥、水、植保为主要手段，适
时调控水稻生育，在减数分裂期中确保水稻安全
抽穗成熟。

徐一戎在国内首次提出寒地水稻计划栽培防
御冷害技术，在垦区内外积极推广应用，取得明显
效果，成为稻农防御冷害的常规措施。

抗倒伏与防冷害技术的攻克，为北大荒水稻
大面积种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否定自己”

1991 年—1992 年，建三江垦区接连遭遇洪涝
灾害，损失惨重。黑龙江垦区开始启动“以稻治
涝”、改造低产田的第一次结构调整，重点对三江
平原的 154 万公顷易涝低产田进行大规模改造。

即使徐一戎寒地直播水稻早熟高产栽培技
术、防御冷害技术使得垦区的水稻种植面积和产
量都有大幅提升，但是大面积种植还没有推广开
来。因为这两项技术还有弱点。水稻直播高产栽
培技术所取得的千斤高产只是在试验田里取得的
理论值。如果要大面积种植，还存在障碍：积温不
够。这对水稻的产量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当时有一种来自国外的水稻栽培技术——旱
育苗技术。与徐一戎的旱直播技术相比，旱育壮
苗相当于延长了一个月的生长期，可在插秧前抢
回 300 度以上的活动积温。徐一戎知道，自己的直
播技术再好，也无法实现旱育稀植技术可以达到
的 300 度的活动积温。

作为水稻的“直播派”，徐一戎早已“功成名
就”，但当旱育苗技术成为插秧稻作的新亮点时，

他果断地否定了自己：“旱直播虽然打破了‘北大
荒种不出高产稻’的定式，但想要大面积高产只有
走‘旱育稀植’之路。”他以一名科研工作者实事求
是的科学态度，果断地放弃了自己的直播栽培技
术，建议总局推广旱育稀植技术。

经过多年试验，徐一戎团队找到了旱育稀植
的技术要点，其技术核心就是旱育秧，这和传统的
水育秧有着根本区别。旱育秧苗根系发育好，有
效分蘖多，而且缓苗快、产量高。

在见到成效后，徐一戎跑遍了 87 个可以种植
水稻的农场的 500 多个生产队，推广“旱育稀植”技
术。在推广“旱育稀植”技术的第三年，有 8 个农场
遭受了和 1981 年同样重的早霜，但水稻平均亩产
仍达到 400 公斤，其中有 60%的面积亩产超过了
千斤。

在垦区积极推广水稻旱育稀植栽培技术的
同时，针对稻农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旱育不旱、
稀植不稀、跑粗走样”等问题，徐一戎吸取国内外
最新的科研成果，经过不断摸索实践，综合组装
形成了一套寒地水稻旱育稀植“三化”栽培技术：
旱育秧田规范化、旱育壮苗模式化、本田管理叶
龄指标计划化。进一步规范、充实和提高了旱育
稀植技术，让旱育稀植与北大荒的气候环境、土
壤条件相适应。这不仅推进了垦区水稻种植面
积快速逐年递增达 2000 万亩以上，实现了“以稻
治涝”，同时大大提高了产量与效益，实现了“以
稻致富”。

为实现水稻生产由产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
变，1998 年，徐一戎提出并主持研究“寒地水稻优
质米生产技术”。这项技术是在坚持水稻高产稳
产的前提下，集品种、农时、土壤、育苗、密度、施
肥、灌溉，以及收获后的干燥、贮藏、加工等 14 个方

面为一体的高产优质生产技术，填补了国内空
白。到 2004 年，此项技术已在黑龙江垦区累计推
广 5362 万亩，稻谷品质达到国标 3 级以上，产量增
加 7%以上。

2001 年，徐一戎又开始了国内寒地水稻叶龄
诊断栽培技术的研究。他依据自己 35 年来对叶龄
观察诊断的经验，对南方著名水稻专家凌启鸿的
叶龄理论进行了充实和发展，增加了活动积温、叶
长等内容，把传统的种、管、收流程式栽培技术，发
展成为叶龄诊断、预测、调控的栽培技术新体系，
填补了国内寒地水稻叶龄诊断栽培技术的空白。
黑龙江垦区在 2003 年开始示范推广这项技术，到
2004 年已推广 300 余万亩，平均亩产达到 1200 余
斤。同时，徐一戎又以这项技术为核心，应用 4 种
新的水稻理论，开始主持研究“寒地水稻优质高产
群体素质标准及调控技术”课题，以拓展水稻提质
增长的新空间。

3个100多天

在徐一戎的日历里，每年的时间被分成三大
块：100 多天到各农场去讲课推广技术、检查水稻
质量；100 多天在 6 个实验基地做现场科研；100 多
天在办公室里撰写、翻译科研论文、著作。

为了让“旱育稀植”栽培技术见到成效，徐一
戎跑遍了北大荒所有水稻农场。徐一戎从实际出
发，根据不同的水稻品种、土地条件、气候状况的
差异等，在多个农场开辟试验点、示范区和试验项
目，进行反复的试验、比较、总结，采集了大量的基
础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并解决实际问题。探索形
成了“水稻研究所试验田+农场科技园区试验田+
农场示范基地”的推广模式和“做给农民看、教会
农民干、带着农民赚”的工作模式，累计推广新品
种新技术二十余项，辐射垦区农业科技试验田八
十余个、示范推广基地一百余个。

原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局长刘文举说：“徐老
这一生啊，总是把技术研究和技术推广联系在一
起，他走的技术路线基本上就是边研究、边示范、
边推广应用。尤其是在推广应用的过程中，他始
终把农民的利益和农场的效益放在第一位，他在
技术推广和应用的过程中，总是严格要求、一丝
不苟。”

徐一戎曾说：“只有把实践经验转化成理论
成果，才能更好地普及和推广寒地水稻栽培技
术。”他精心编写的《寒地水稻旱育稀植“三化”栽
培图历》，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规范了寒地水稻
旱育稀植技术的关键操作要点，受到农民的广泛
好 评 。 这 本 书 先 后 被 5 次 印 刷 ，发 行 15 万 册 。
2005 年，80 多岁的徐一戎将他的科技成果寒地水
稻叶龄诊断技术流程制成简明挂图，印刷 8 万张
免费发给稻农。

徐一戎在研究寒地水稻栽培技术的同时，还
把大量的精力用在了培育种植人才上。他下定决
心并身体力行培养打造一支懂管理、有技术、善经
营的专兼职水稻工作者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徐
一戎为垦区以及省内外一些县市的 200 多个单位
讲授水稻栽培技术 340 多场次，听课人数达 35000
多人次。除此，他还在八一农垦大学担任兼职教
授，每年授课 15-20 天，教了二十多届、两千多名大
学生。

2008 年，徐一戎把几十年来的积蓄，捐给所在
单位——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设立了“黑龙江垦
区一戎水稻科技奖励基金”，用于奖励水稻科研
人才。

解保胜回忆：“徐老一生带过很多学生，而我
作为官方指定的弟子，是 1994 年由原农垦总局组
织部下文件，把我分给徐老做助手培养的。在教
书育人方面，尤其是带我们甚至更年轻的科技人
员时，他如同一个严厉的考官，经常对我们进行随
机的考试。无论走到哪儿，他都会提出一些问题，
考一考年轻的科技人员。有一次，他考了一位年
轻的科技人员一个很简单的技术问题，这位年轻
的科技人员回答不上来，很尴尬。但是这种方法
有助于鞭策年轻人迅速地进步和成长。”

徐一戎认为，实现水稻种植的高产稳产，除
了培养管理人才和技术人员，更关键的还要提高
稻农的种稻技能水平，加强技术上的指导。为让
广大稻农能学到栽培技术，永续受益，徐一戎独
自或与他人合作编写了《水稻栽培必读》《寒地稻
作》《水稻优质生产技术与研究》《水稻生育诊断
与 高 产 栽 培》《北 方 农 垦 稻 作 新 技 术》等 14 部
书籍。

首次创造了北大荒水稻直播亩产千斤的高产
纪录；首次提出我国寒地水稻冷害防御技术的计
划栽培理论；首次提出我国寒地水稻“三化”栽培
技术及旱育壮苗模式；首次完成我国寒地水稻优
质米生产技术系统研究；首次提出我国寒地水稻
叶龄诊断栽培技术；首次绘制出我国寒地直播水
稻亩产千斤栽培模式图；首次绘制出我国寒地水
稻栽培技术图例……

但徐一戎生前却说，他这一辈子没干别的，
就是种水稻。晚上做梦总跟水稻分不开，梦里不
是 翠 绿 的 稻 苗 ，就 是 金 黄 的 稻 穗 ，反 正 离 不 开
水稻。

徐一戎。

徐一戎（右）在查哈阳农场进行技术指导。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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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一戎纪念馆。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