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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明珠，1930 年出生于湖北
省武汉市，中国工程院院士，瓜类
育种专家，新疆甜瓜品质改良的
创始人和奠基者，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农业科学院哈密瓜研究中心
研究员，被誉为“哈密瓜之母”“西
部瓜王”。

▲吴明珠和丈夫杨其祐共同在新疆为我国育种
事业奋斗了一辈子，这是两人年轻时的合影。

◀吴明珠（左一）与学生伊鸿平在瓜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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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的苦越多，
瓜就越甜。

吴明珠。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欧阳靖雯

据统计，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西瓜生产和消
费国，如果按一个西瓜10斤计算，每年消耗的西瓜数
量高达160亿个，占据了全球总消耗量的70%。而我
们能实现“吃瓜自由”，离不开这位“瓜奶奶”——吴
明珠。

从 1958 年来到新疆开始，吴明珠的人生就与
“瓜”紧密相连。她开创了新疆甜瓜、西瓜育种事业，
被誉为“西部瓜王”。60多年里她共培育出28个经国
家审定的优质瓜种。1999年吴明珠当选中国工程院
院士。

7月 16日，94岁高龄的吴明珠再次来到吐鲁番，
回到她曾经奋斗过的地方。这一消息很快登上网络
热搜。事实上，每到吃瓜的季节，吴明珠便会多次成
为社交媒体上的焦点人物。评论区里，网友们纷纷
表示，“谢谢奶奶让我吃上甜瓜”“夏天每一口西瓜都
表达对您的敬意”。

如今，吴明珠因阿尔茨海默症已认不得人，但当
老人吃了医疗人员为她端来的西瓜，记忆依旧会瞬
间被唤醒。她心里还惦记着一辈子都放不下的瓜：

“西瓜8424我最喜欢，是我的拿手好戏。因为样子好
看，果型好，也好吃。”

夏天虽已接近尾声，但每当我们感受瓜的香甜
时，请不要忘记像吴明珠这样为国人的甜蜜事业奉
献一生的老一代育种家。

“瓜是我的孩子”

1930 年，吴明珠出生在湖北武汉。在国运困厄
中长大的她，从小立下报国之志。1950年，吴明珠和
一批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学子，进入西南农学
院（现西南大学）学习，她的同学包括后来成为“杂交
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蚕学遗传育种专家向仲怀
院士等。

而吴明珠学的是园艺系果蔬专业，自此她的一
生都与我国甜瓜事业结下不解之缘。作为新中国第
一批大学生，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吴明珠剪掉长
发跳进试验田里播种、施肥。

21 岁生日那天，她在日记里写下：“人生最美好
的事情就是，你创造出来的一切都能为人民服务。”

大学毕业后，吴明珠先后被分配到重庆西南农
林局、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本来她可以就此
定居北京，直到 1955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急
需各类干部人才。吴明珠知道后，响应国家建设边
疆的号召，主动请缨前往素有“瓜果之乡”美誉的新
疆，希望能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到祖国最需要的边
疆去工作。这一年，她25岁。

在乌鲁木齐地委农村工作部工作几个月后，吴
明珠决定进一步深入基层，于是申请前往吐鲁番市
的鄯善县农技推广站工作。《西游记》里火焰山的所
在地就在吐鲁番，夏季气温超过 40 摄氏度是常有的
事。这样的气候条件对人类来说并不舒适，却特别
适宜瓜果生长。走访中，吴明珠发现这里的甜瓜尤
其好吃，只可惜当地缺乏育种技术，大部分品种品质
不稳定，有些甚至濒临灭绝。

种质资源，是农作物新品种选育的重要物质基
础。为了搜集种质资源，吴明珠和同事花了 3 年时
间，带着水和馕，顶着风沙烈日，走遍了当地300多个
生产队，为新疆甜瓜建立了第一份资源档案。

那时候，哪儿有好品种，吴明珠就往哪儿赶。听
说迪坎尔村有一种品质很好的哈密瓜，吴明珠和一
位同事就穿过戈壁去寻找。从农技站到迪坎尔村要
走几百里，夏天的火焰山寸草不生，在烈日下像烧着
了似的，烫得毛驴都不敢下蹄子。到了晚上，怕碰到
狼，不敢再走，他们借了烧窑人的毡毯，睡在废弃的
窑洞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新疆，交通基本全靠
两条腿，他们整整走了三天，才找到当地人口中的地
方品种“阿衣斯汗可可奇”。

来到新疆后，她很快就习惯了吃馕，为方便和瓜
农交流，她还学会了不少维吾尔语。当地维吾尔族
乡亲还给她起了个美丽的名字——阿依木汗（月亮
姑娘），夸她“意志像钢铁那样坚强，干活像公鸡羽毛
那样漂亮”。

1962 年底，吴明珠和同事一起把吐鲁番当地所
有的西瓜和甜瓜地方品种搜集了个遍。紧接着，吴
明珠和同事一起，对这些地方品种进行提纯，即让它
们最主要的特点世世代代稳定下来，然后让具有不
同特点的地方品种进行多亲本复合杂交，选育出集
中多个优良性状的新品种。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90 年代，40 多年的时间里，
吴明珠在收集到的 44 个新疆地方瓜种资源中，系统
选育、提纯了红心脆、香梨黄、小青皮等一大批吐鲁
番最为出名的甜瓜、西瓜名优品种，她培育的甜瓜
早、中、晚熟系列品种种植面积曾覆盖新疆主要商品
瓜产区的80%，因此收获了“西部瓜王”的赞誉。在吐
鲁番、鄯善县等地，一批甜瓜致富村不断涌现。

1999 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作为“全国十大杰
出技术人才”之一，吴明珠走到了麦克风前。

“从梳着两条辫子的大姑娘开始，我在新疆的戈壁
滩上培育西瓜和哈密瓜……直到今天已是年近古稀
的老太太。一年四季瓜棚就是我的家。如今，丈夫病
逝，儿女远离，我一个人还留在新疆摆弄瓜。人们说，
我心里只有瓜，瓜是我的孩子……是啊，瓜是我的生
命，我的人生就是想结几个瓜，把瓜的甘甜献给人民。”

“8424，不甜不要钱”

好的西瓜一定是皮薄瓜甜、少籽多汁。但在 20
世纪初，西瓜还不长这样，也远不如今天的瓜可口。
爱好科普的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了20世纪初期的
顶级西瓜品种——石山西瓜，因为“难看难吃”在网
上引发过热议。其实即便后来随着民间品种和技术
改进，能吃上好吃的西瓜的人也并不多。

在我国，西瓜曾是奢侈品。20世纪80年代以前，
哪怕在公认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买西瓜也是一件
难事。一开始，西瓜是发烧病人才能购买的水果。
还必须是 38.5 度以上的高烧，才能凭着病历卡买西

瓜，少0.1度都不行。
凭票购买成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大家攥着珍

贵的西瓜票在商店门口等待，用粉笔在袖口写下买
瓜的号码。要是买不着整个的，得去水果店堂吃散
称西瓜，买多少就得当场吃多少。瓜瓤称重，瓜皮管
够，西瓜籽还得留在店里，准备来年种瓜。

“吃瓜”史上的转折点，发生在 1984 年。这一年
有两件大事。第一件发生在普通农民的田间地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后，国家开始鼓励
农民自由地种植和销售西瓜，种西瓜成为农民改善
生活的重要手段。

第二件发生在新疆的试验田。经过20多年选育
西瓜品种后，吴明珠终于发现了一个特别“争气”的
样本——8424。这个名字实际是个代号，是指在
1984 年几十组试验配比组合中，表现最为出色和优
秀的第24组配比。

而在几千公里外的上海，市民吃瓜的热情也达
到新的高度。那一年，气候反常，西瓜生长季节雨水
偏多，气温偏低。上海郊区西瓜严重减产，到上市季
节，马路上几乎看不到西瓜。彼时，甚至有市民把买
不到西瓜的苦恼写信给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汪道

涵。收到来信，汪道涵给当时分管商业的市政府财
贸办领导打电话，要求改变西瓜紧缺状态。

邵云龙是当时上海西瓜种植大区南汇农业部门
的管理人员，大大犯难。当时上海的西瓜界品种虽
多了起来，可是质量不稳定。

这时候，曾在新疆工作过的农艺师陈生彬向邵
云龙推荐了更小、更甜的新疆“伊选”西瓜。“伊选”的
种子很快被引进到南汇试点种植，西瓜成熟时，鲜嫩
多汁，鲜甜可口，口感果然令人称赞。美中不足的是

“伊选”是只“玻璃瓜”。下阵雨，西瓜就会碎掉一
片。研究人员发现“伊选”从田头到市场，破碎率要
达30%左右。

陈生彬继续搜寻，这一次，他从吴明珠那儿得知
了8424西瓜品种，就这样，8424首先在华东地区落地
推广。8424 在上海南汇落地之后，很快就显示出了
它的“天选之瓜”的本性——皮薄肉多，爽口甘甜，产
量和品质都更稳定。它站上上海西瓜鄙视链的顶
端，只用了一个种植季。从此，这只个头很圆、大小
适中、带墨绿色清晰花纹的瓜，在江浙沪，叱咤江湖
三十年。

在华东地区大受欢迎后，很快 8424 在全国各地

生根发芽。1997 年后，8424 遍及全国 18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每年种植面积在 70 万亩左右。“8424，不
甜不要钱”的吆喝成了很多人的童年记忆。

与此同时，吴明珠还积极利用辐射育种、分子育
种等新的育种技术，不断创制新的西甜瓜种质资源，
如“火州一号”西瓜、“皇后”甜瓜等，这些新品种的抗
病性、适应性、果实品质、耐储运性等比原品种有了
大幅提高。

而现在，感谢运输技术、种植技术的进步，我们
已经真正实现了在吃瓜这件事上，时间、空间、数量、
种类上的四重自由。目前我国的西瓜种植几乎覆盖
全国，覆盖四季，产量达到每年6000～8000万吨。不
管你在何时或者何处，从冰冻三尺的严冬到骄阳似
火的盛夏，只要你想，就一定有瓜吃。

而这一切，吴明珠功不可没。

软肋

家人是吴明珠最大的软肋。
吴明珠的丈夫杨其祐是她的大学同学，研究生

师从我国著名小麦专家蔡旭。在学校时，他还是和

袁隆平睡上下铺的室友。杨其祐英文好，俄文也好，
是个珍贵的人才。吴明珠到新疆后不久，杨其祐便
放弃了留京工作的机会，主动来到吴明珠身边工
作。其实新疆很多地区并不适宜种植小麦，从发挥
个人专长的角度来说，新疆并不是杨其祐最好的发
展天地。吴明珠明白，丈夫是为她而来。

杨其祐对吴明珠很是照顾，总是把好东西留给
她吃。吴明珠下乡时，他常常做好咸菜托人给她送
去，也会把面条擀出来，等她回家时再一起吃。杨
其祐对吴明珠的工作也特别支持，因为外文好，他
每每看到学术刊物上有关瓜的资料就会抄录翻译
给吴明珠看。吴明珠分不开身时，打电话让丈夫帮
忙授粉、做杂交，有时要跑七八十公里，杨其祐也二
话不说。

然而，艰苦的日子，却一点点侵蚀着杨其祐的身
体。饮食长期缺乏营养和因工作不规律的生活给杨
其祐的胃留下了深深的隐患。1981年，杨其祐因为
严重的胃病不得不离开妻子，调到了江苏省农科院
工作。但是病情并未好转，1986年4月杨其祐因胃癌
去世，时年57岁。

吴明珠一度把一切归罪于自己，她非常悔恨地
说：“都怪我，我老下乡，没照顾好他。”丈夫去世前3
个月，吴明珠请了此生中唯一的长假陪伴他。“他非
常痛苦，可是，再疼，他当着我的面也不表露出来。”

杨其祐一直是吴明珠最坚强的后盾。即便在生
命的最后阶段，当吴明珠科研取得新突破，病床上的
杨其祐还会艰难地伸出三个手指，笑眯眯地祝贺吴
明珠获得“三连冠”——那段时间吴明珠新培育出三
个甜瓜品种，皇后、芙蓉、郁金。

丈夫临终前，吴明珠忍不住问出了深埋在心里
的话：“老杨，你为了我到新疆，没能发挥你的专长，
不后悔吗？”杨其祐平静地笑笑：“这是我们共同的事
业，我无怨无悔。”

丈夫去世5天后，吴明珠重返新疆农科院设在海
南的育种基地。从那以后，吴明珠更加发奋工作，每
年做三季育种，吐鲁番、海南岛两头跑。吴明珠说：

“我一个人要做成我们两个人的工作才对得起他。
只有工作能让我减少悲伤。所以我不停地工作着，
不愿意回家。忙起来，就把什么都忘了。”

“我不是个称职的妈妈。”吴明珠也时常遗憾缺
失了两个孩子的成长岁月，让母子间留下了多年才
弥合的裂痕。她怀第一个孩子时，正在火焰山的吐
峪沟蹲点，孕吐得厉害，加上身体本就孱弱，一度瘦
到了 70 多斤，依旧骑着毛驴穿过大戈壁。中午太热
时，她只得坐在水渠边，把双脚泡在水里。

1965年，当时儿子刚生下不到三个月，尽管万般
不舍，但吴明珠放不下刚起步的甜瓜育种事业，便让
母亲把儿子带回老家去抚养。儿子杨夏一直管舅母
叫妈妈，见到亲妈反而认不出了。

杨夏第一次来吐鲁番时还在上小学。姥姥送他
上火车后，一再叮嘱他：“下了火车，来接你的人是你
的妈妈。”下车后，吴明珠还在地头忙，忘记了来接
他。天色黑了下来，小男孩不知所措地哭了起来，他
不知道地址、电话，只知道妈妈的名字。不过，幸好
吐鲁番的老百姓认识吴明珠，把他送到了妈妈跟前。

直到20多岁懂事后，儿子才肯开口叫吴明珠“妈
妈”。杨夏长大后逐渐理解了母亲：“我的妈妈很伟
大，她是那一代无怨无悔为祖国奉献一生的赴疆青
年的缩影。”

“我对孩子们的关爱太少，他们从小就自立，很
优秀，完全凭自己的努力过着人生。”吴明珠说。
2011 年后，儿子杨夏将母亲接到重庆西南大学的家
中照顾，现在也一直陪伴着老人。

追求

在那个知识产权体系还不甚完善的年代，吴明
珠为许多同行几乎是无偿提供了育种材料，而她自
己却并未得到多少经济利益。

吴明珠的学生，曾任新疆农业科学院哈密瓜研
究中心主任的伊鸿平说：“我1984年大学毕业就跟着
她育种，跟了30多年，从她身上我看到了老一辈科研
工作者淡泊名利、赤诚报国的奉献精神。”

在学生们眼里，吴明珠的世界似乎很小，只能装
下瓜种，让老乡增产增收是她的目标。不过，她的要
求很高，希望年轻人在各方面能超越老一代专家，为
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如果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我早成富翁了。只
为个人而奋斗，不会走得太远。一个人的追求，只有
和国家、人民的利益一致时，才会得到大家的支持，
也才会有动力。”回忆起育种往事，吴明珠说。

2002 年，吴明珠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隆重嘉
奖，获得 50 万元奖金。她当场宣布，把 40 万元捐给
课题组用于优良哈密瓜品种的选育。把奖金捐给科
研，这样的事，她干过不少。

在陶红写的《吴明珠传》最后几页有这样一句
话。吴明珠说：“这一生，没做什么大事！只是没有
背叛理想。”

70多岁时，吴明珠还在和时间赛跑，天天在瓜地
做试验。别人眼里单调艰苦的育种工作，在她眼里
是莫大的享受。吴明珠这样说：“有追求就会活得很
开心。”

2009 年，吴明珠担任了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
系首席科学家，后因健康原因只担任特色甜瓜育种
的岗位科学家。直到 2017年，87岁高龄的吴明珠才
恋恋不舍地放下工作。

“种了一辈子瓜，我深深体会到，瓜的甘甜，来自
汗水，来自心血，来自自己做出的种种牺牲。付出的
苦越多，瓜就越甜。”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时，吴明珠
对媒体说。

近些年，她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现年 94 岁的
吴明珠已经认不出人了，但有关种瓜的记忆还在，有
时候她突然要出门，嘟囔着瓜该授粉了。瓜，在她的
大脑中顽强地与阿尔兹海默症抗争。

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吴明珠院士这样的科技
工作者，在田间地头默默付出，我们才能碗中粮满、
盘中果香。感谢育种家们的付出，让我们能吃上皮
薄、瓤多、多汁、高甜度的现代西瓜。向他们致敬！


